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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热门课程八五折， 原价续课时费抽
奖得礼包，参加“学习趴”……刚刚过去的“双
12”购物节，多家在线教育平台的新优惠、新
玩法火了一把。《2017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白
皮书》显示，2017 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预
计达到 2810 亿元， 预计 2018 年将突破 3000
亿元关口。 然而， 巨大的用户和市场规模背
后，却是快速发展中“成长的烦恼”。 近期，频
频爆出中小学生作业辅导类 APP 内容涉黄丑
闻，让人大跌眼镜；平台资质缺少把关，所谓

“名师”不乏掺假注水现象，难以胜任教书育
人任务；不少学习者吐槽在线教育视频卡、互
动差、软件慢，暴露出现有的技术瓶颈……

内容现低俗 监管有缺位
打开某在线作业辅导 APP，点击进入“学

生圈” 板块，“小学自拍之友”“暗恋心事房”
“异地零距离”等内容低俗、言辞暧昧的论坛
名称和主题帖标题令人大跌眼镜， 有的还被
打上“推荐”标签。 不少学生家长担心：以为下
了软件能让孩子安心学习， 没想到还有这么
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本应成为学习伴侣的在线学习平台，却
成为“藏污纳垢”之所。 有的 APP 设立“论坛”
“圈子”等，打着“轻松时刻”“精彩世界”的幌
子，以低俗恶搞的帖子吸引眼球；有的在功能
设计上夹带“私货”，以醒目字眼诱导用户下
载含有色情、暴力等内容的其他软件，对用户

尤其是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
响。此前，多个在线作业辅导 APP因相关讨论
区的发帖涉及黄色低俗内容， 引发家长和媒
体质疑。

2017 年 7 月，工信部实施《移动智能终端
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
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或传播含
有色情内容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 然而，
从规定到落实，仍有相当距离。

“在线教育行业发展规范有序、 守好底
线，不仅靠企业和平台严格自律，有关行政部
门的监管也不能缺位。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
院教授程方平认为，把好行业内容关，还需要
教育、工商、网信等多个部门联动，齐抓共管。
既要尽快完善相关制度规定、 出台规范化体
系化标准，还要加大执法力度，建立有效的监
管机制和有力的惩治机制， 令涉黄等低劣和
违法内容无处遁形。

师资注水分 服务存短板
“学员人均提分 26 分”“80 万学霸在用 1

对 1”“8500位专属名师任选” ……2017 年 11
月， 某在线作业辅导 APP 在被媒体曝光存在

虚假宣传师资情况后， 便将上述介绍笼统替
代为：“1 对 1 个性化辅导，24 小时随时随问
轻松学，有网就能连线”。

除了“自吹自擂”，一些平台还暗地给师资
注水：曾在某名牌大学进修过便自称“名校毕
业”， 号称任职于公立学校却可在工作日预约
授课……如此“过分包装”，怎能不令人生疑。

迅速增长的市场规模下， 在线教育服务
效果打折也屡屡遭人诟病。 目前，有的教学直
播引入弹幕加强互动， 却成为少数人闲聊调
侃的方式； 有的作业辅导类 APP 以自动纠错
等为亮点， 实际上却成为中小学生变相抄袭
答案的“花招”，有违教学初衷；有的平台对用
户的退费申请百般拖延，甚至以“超过时限，
过时不候”搪塞，令人直呼“退个学费咋就这
么难”。

“每一个新兴行业在发展初期都会遇到
一些问题，重要的是完善细节、解决问题。 ”中
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
为，在线教育平台如要良性、可持续发展，一
定要从自身做起，诚信经营、尊重用户，努力
提高师资教学水平，不断优化用户体验。

技术待升级 效果打折扣
头戴 VR 眼镜、操作手柄指点、身临其境

感知， 在日前结束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在线教育平台学堂在线推出的全沉浸 VR
教学产品收获不少人气。 在线教育的互动性
因技术升级而更令人期待。

今年以来，“Uni 智能学习系统”“高考机
器人”“AI英语老师”等最新应用陆续推出，智
能批改、个性定制、语音纠正等炫酷体验，基
本覆盖用户对于“教、学、考、评、管”的多样化
需求。

平台更智能， 用户才能充分享受“一对
一”体验。 但就现阶段技术水平而言，姜奇平
认为在线教育还未达到真正的智能化，“大多
数平台还难以针对不同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
学方案， 有的仅仅是将线下教育模式照搬到
线上，没能发挥线上教育因材施教的效果。 ”

技术越来越炫酷， 但并不意味着就此完
全否定和抛弃线下教育。“线上教育本身是线
下教育的延伸，在师生交流、生生交流等方面
还不能完全取代线下的传统教育。 ”程方平指
出，在线教育在加强技术创新、完善互动体验
的同时， 也要与线下教育形成良好的结合和
呼应，线上以听课和自主学习为主，线下以答
疑和个性化辅导为主， 线上线下教育相辅相
成，才能令学习者收获完整的学习体验。

（来源：《人民日报》钱一彬 甄子锐 /文）

弥留之际 他想呼唤女儿的名字
“我亲爱的孩子， 杨敏， 你离家已 12 年

了，这 12 年爸爸妈妈从没放弃寻找你，一直
惦记你牵挂你，不知你在外过得怎样，上月你
爸因病去世，临终时一直呼唤着你的名字，我
答应你爸无论怎样要把你找回来， 你爸才放
手闭眼。 ”丈夫去世后，苏女士按照丈夫遗愿，
托朋友写了一篇寻人帖发到网上， 希望离家
12年的女儿小敏能够回来。 她写道：“当初是
因为爸爸的粗暴无知， 不会用你能接受的方
式教育你，无数次打骂逼得你离开了家，对你
的伤害无法弥补，知道你一定还很恨我们，但
在我们的心中你永远都是爸妈的心肝宝贝
……我无法请求你原谅爸妈对你的伤害，只
想你回来用我的余生弥补对你的亏欠， 孩子
回来吧!”

10 月 18 日， 蓬安县天成乡木角坑村，杨
和平突发脑溢血去世，弥留之际，他拉住苏女
士的手，想说话，但已吐不出字句来，苏女士
根据丈夫的口型判断，应该是在喊“敏”，这是
她们平日里对女儿杨敏的称呼。

“老杨，你是不是还在牵挂敏儿嘛？ ”苏女
士感觉到，丈夫握着自己的手动了一下。“我
一定会把咱们的女儿找回来， 爸爸妈妈这么
大年龄了，我也会把他们照顾好，你安安心心
地走，不要留下啥子遗憾。 ”她紧接着说：“我
不会像你，顾什么面子，我一定会把女儿找回
来，让她受到更好的教育，你放心。 ” 苏女士
的话刚说完，丈夫似乎点了点头，紧接着，握
着她的那只手也松了下来。

“她(女儿)当初离家出走，很大一部分原
因，是恨她爸爸经常打她。 ”苏女士声音颤抖
着说，“她今年应该 24 岁了。 ”很长一段时间
里，她都苦恼地夹杂在这对父女之间，一边是
看到丈夫手持棍棒落在女儿身上时的心痛；
另一边，她不明白女儿的撒谎、偷盗恶习为何
屡教不改。

“他不晓得怎么教育，只有用棍子打”
1993 年夏天，女儿还不到 1 岁，苏女士便

随丈夫外出打工。 襁褓中的杨敏就留给公婆
照顾。

苏女士和丈夫一般每两年回一次家看女
儿。 女儿五六岁时，曾有人提醒回村看女儿的
苏女士，她应该自己回来带孩子，老人对孩子
太过溺爱，养成很多不良习惯。 苏女士讲了一
件事： 婆婆李素清让杨敏去村里小卖部买烟
酒，本来说好的赊账，但女儿递给老板一张百
元钞票。 事后证明，钱是杨敏从大伯家偷偷拿
的。 奶奶让杨敏将钱还给了大伯，但对孙女的
这次错误行为并未放在心上， 反而觉得孙女
这么小便能独自一人到小卖部买烟酒， 是一
件很“能干”事。

2004 年临近暑假的一天， 在外打工的苏
女士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你们自己回来照
管孩子， 我实在没得精力管她， 也管不住
了。 ”

“主要就是她(女儿)调皮，有时候到同学
家去住上几天，也不跟家里人说。 ”苏女士也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赶在 9 月 1 日秋季
开学前，回到蓬安县城，租下房子，将女儿接
到县城的学校读书。 不久，在沿海打工的丈夫

也回到蓬安县城，一起照管女儿。
苏女士和丈夫希望，新的环境，父母的陪

伴，能让女儿有所改变。 但女儿并没有朝夫妻
俩预料的方向慢慢改变， 女儿还是经常在家
里偷偷拿钱，甚至私自卖掉邻居的自行车、偷
一位开副食店朋友的钱……每一次犯错，杨
和平都会拿起棍子对女儿一顿暴打。 李素清
描述儿子教育孙女的情形说，“打得凶， 有一
次直接把人(孙女)从楼上顺着楼梯踢到楼下
去。 ”

“他是个爱面子的人， 女儿每次犯错，都
让他觉得没面子，他也不晓得该怎么教育，只
有用棍子打，希望她变好。 ”苏女士说。

2005 年 6 月的一天， 杨敏给苏女士留下
一张纸条后离家出走：“妈妈， 我确确实实没
法在这个家，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是我最喜
欢的妈妈。 ”

忏悔 12年“我现在是后悔都来不及了”
苏女士看到纸条后， 发疯似地到处寻女

儿，但女儿再也没有回来。
随着女儿离家出走的时间线逐渐拉长，

杨和平开始反思自己粗暴的教育方式， 并劝

导别人：教育孩子要注意方式。
在福建打工期间， 苏女士和丈夫租住地

的邻居基本上都是农民工， 寒暑假常有工友
将孩子从老家接来玩。“孩子哪有不调皮的？
孩子犯了错， 父母的教育方式基本上都是
打。 ”苏女士说，丈夫似乎从工友的身上看到
了自己曾经的影子，“他会上去把棍棒从家长
手里抢过来，劝说道，‘你们莫打孩子，应该说
服教育，我现在是后悔都来不及了’”。

苏女士说， 只有小学文化的丈夫讲不出
大道理， 但会将自己教育孩子的悲剧讲给其
他父母听。 苏女士的妹妹说，姐夫杨和平经常
劝她，教育孩子不应该使用暴力，应该多给孩
子讲道理，“他说他就干了一件后悔一辈子的
事情，现在已经无法弥补”。

“女儿后来的变化，我们当父母的有很大
的责任。 ”对于女儿离家出走 12 年的既定事
实，苏女士不知道该埋怨谁。 她叹了一口气，
“他(杨和平)这个人就是暴脾气，有啥子也不
善于表达，尤其是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对孩子
的爱说不出来，孩子犯了错，只晓得靠打来粗
暴地教育。 ”
专家：不科学的教育方式损害孩子身心健康

四川警察学院心理学副教授、 心理咨询
室主任陈华说，在家庭教育中，溺爱型教育和
棍棒式的专制型教育， 都是常见的不科学教
育方式。 在杨敏的成长过程中，这两种教育方
式都有体现，唯独缺乏科学的民主式教育，这
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身心健康受损、 是非观
念不分的重要原因。 作为爷爷奶奶，在发现孙
女去拿别人的钱的情况时，不该放任不管，而
是首先应该了解孙女拿钱的需求是什么，如
果是为了吃零食，应该告诉她，爷爷奶奶可以
带着去买， 拿别人的东西不对， 拿别人的东
西，应该征求别人的意见。 作为父亲，应该对
孩子进行科学的民主教育， 简单粗暴地对孩
子施以棍棒教育，这是不尊重孩子人格独立，
对孩子的自尊心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来源：《成都商报》王超 /文）

棍棒教育之痛：
女儿出走 12年 父亲忏悔到生命终点

2017 年 10 月 23 日，47 岁的杨和
平在四川蓬安县天成乡木角坑村下
葬。 他唯一的女儿杨敏没能出现在葬
礼现场。 12年前，杨敏在父亲多次的暴
力殴打教育之后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临终前一刻， 杨和平仍深陷愧疚与自
责：“当初是爸爸粗暴无知， 不会用你
能接受的方式教育你。 ”12 年间，这个
不善表达的中年男子， 也从一个曾经
动辄殴打教育的“恶父”变为棍棒教育
的劝诫者。 女儿出走后，杨和平经常劝
身边的人，教育孩子不应该使用暴力，
应该多讲道理，“我就干了一件后悔一
辈子的事情，现在已经无法弥补。 ”

内容存低俗 师资有注水 体验要提档

在线教育岂能频频“踩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