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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课爆破”究竟怎么治

如此录课要不得

局内人

□杨明正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或许因

为路途遥远，或许因为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或许为了节省活动经

费，一些优质课比赛不在现场比

赛，而是通过报送录像课进行评

比。为了获得好成绩，取得荣誉

为校争光，许多教师和学校已不

满足校内的现有录课设备和技

术，而是走出学校请专门的传媒

公司进行录制，由公司进行录像、

剪辑和制作。可是这种方式也在

慢慢走向异化，一些严重的弊端

开始出现。

第一，一节课、一个片段甚至

一个镜头可能都要反复多次录制

和打磨，做到“尽善尽美”。如此一

来，录一节课往往需要两三个小时

甚至一天时间，“一节课”变成了

“一次课”。这样录一次课占用了

大量的教学时间，对正常的教育教

学产生严重冲击。

第二，为了录好课，参赛教师

开始挑选录课公司，谁花的钱多、

请的公司水平高，录课效果相对

就好，取得好成绩的概率自然就

高。因此，录一次课少则上千元，

多则上万元。一个学期可能会有

多位教师需要参加录课比赛，有

的课需要教师自费或承担部分费

用，有的课由学校全部承担，对此

教师苦不堪言，学校的办学经费

也面临严重挑战。

第三，靠反复修改和剪辑、靠

录课公司的高端技术比拼取得的

好成绩与教师的实际水平恐怕无

法对等。对于落后的地区和学校，

很难找到高水平录课公司，对于经

费紧张的学校和教师，无力承担这

笔经费，这样他们即便有真本事也

可能因技术和费用问题而选择放

弃，或者因陋就简利用学校简单的

设备进行录制，自然很难取得好成

绩。如此，教师的真本事就会被埋

没，这有违公平。

因此，这种靠花钱并走向异化

的录课比赛实在是要不得。因此，

我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一现象

进行改善。

一是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出台

相关规定，录课不出校也不请外

援，充分利用校内资源，通过教研

组集思广益、信息技术教师提供技

术支持帮助完成录课。这样一方

面加强教研组团队作战能力，增强

凝聚力，一方面倒逼学校加快信息

化建设。

二是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

招标引入录课机构，通过签订协

议，规定录课要求，包括录一节课

所需时间、费用，统一尺度，统一标

准。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在当地

建设专门录课点，供学校和教师

使用。

三是线上比赛代替录课比赛，

根据实际需要在有关县市、学校设

立线上比赛分赛场，教师上课、评

委听课和评课以及课后研讨都在

线上进行。参赛教师的一节课必

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如同线下一

样高效而真实，后台汇总评委分

数，随时进行线上反馈。

综上，通过以上方式，方可减

少录课对正常教育教学的影响，减

轻教师和学校负担，体现优质课比

赛的公平公正，从而让走向异样的

录课比赛回归正常。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蚌埠第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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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网课爆破”的报道让

人们始料未及，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网课爆破”已经成为全社会必须直面

和设法研究解决的公共课题。

对于上网课期间被无故打扰，

甚至被粗暴骚扰，许多教师表示曾

有过类似经历，只因情节不太严重，

或是自己不想因此“招惹是非”分散

过多精力，普遍选择了隐忍。近期

进行的网络调查也证实了这些教师

的遭遇，披露了部分“网课入侵群”

的内幕，并分析了“网课爆破”的成

因和危害。毫无疑问，“网课爆破”

迫切需要研究对策，精准施治，尤其

在网络会议、在线授课渐成常态的

当下，切实治理“网课爆破”的意义

更大、责任更重。

我认为，为了有效维护教师的授

课权益和学生的学习权益，保障正常

网络教学秩序，必须坚持“预防与惩治

相结合”的原则，双管齐下，双向发力。

一是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通过技

术手段规避“网课爆破”的频繁发

生。其实，对于“网课爆破”我们并非

束手无策，也并未坐以待毙。早在今

年 9 月，腾讯会议就紧急开发了“一

键暂停参会者活动”功能（其他防范

功能还有许多）。然而，因为各种主

客观原因，许多教师对此功能并不熟

悉，尤其年龄较大教师更是缺乏使用

经验，遇到突发状况常常会乱了方

寸。因此，全面提升教师群体的信息

化素养，提高应对网络突发安全事故

的能力，是各级各类学校师资培训的

当务之急。

二是适度提高违法成本，通过

从严惩戒让“网课入侵”行为有效

遁形。对于“网课入侵”和“网课爆

破”，我们常常以“捣乱”简单定性，

甚至有人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小题

大做。然而，此次河南新郑三中教

师的意外离世，却让我们清醒地认

识到“网课爆破”的后果很严重。

从实际情形看，“网课爆破”一旦成

功，入侵者轻则在网络课堂上播放

音乐、强行霸屏、涂抹 PPT、大吵大

闹，重则人身攻击辱骂师生、共享

暴力淫秽视频，这显然已经超出了

“捣乱”范畴，必须依法依规予以惩

治。值得警惕的是，有记者调查发

现，许多“网课入侵群”成员以未成

年人居多，这些成长于网络、活跃

于网络的年轻“网络原住民”，其

“网课爆破”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好

玩儿”，而且他们也非常清楚对于

这种“闹课”行为“警察不管”。为

此，我们从重严惩“网课爆破”不法

分子的同时，必须让主动或被动参

与其中的未成年人意识到，他们的

行 为 不 是 网 上 娱 乐 ，不 是 虚 拟 游

戏，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未

成年人的身份不是“作恶”的保护

伞，故意找人进行“网课爆破”，或

者恶意向捣乱者泄露网课信息的行

为将会受到相应惩戒。

总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

行必须严格守法，而切实保障线上教

育教学工作安全有序，既需要技防，又

需要法治。

（作者单位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

技术学院）

河南新郑三中女教师上完

网课后猝死家中，其女儿发文

称，其母生前遭到“网络暴力”。

此事在网络上迅速发酵，成为热

门事件。如果将此事件与江苏

教师误将收礼记录发到家长群

事件相关联，不难发现，虽然两

起事件性质迥异，但都暴露了一

个共同问题——教师的媒介素

养亟待进一步提高。

在“互联网+”背景下，教师

的媒介素养不能简单等同于能

够灵活运用多种媒介服务于教

学、实现交流，具体而言，媒介素

养应由媒介知识、媒介技能、媒

介态度构成。媒介知识与技能

关涉媒介的选择与使用，而媒介

态度则表现为在媒介使用过程

中呈现的稳定心理、应变能力以

及合理的价值取向。对于河南

女教师遭遇“网课爆破”离世事

件，我们痛心愤怒之余，更应反

思教师的媒介素养是否需要进

一步提升。毋庸置疑，提升教师

媒介素养既是提高教师职业能

力的要求，也是教师应对“互联

网+”背景下存在诸多不确定事

件的一种自我保护。

事实上，河南女教师的网课

遭遇并非个案，自今年9月以来，

多地就爆出网课被入侵，有学生

泄露网课信息，有学生组建“网课

爆破”群，有学生成为“爆破手”。

他们熟悉网课模式，在课堂上用

骂人、讲荤段子、放哀乐等方式进

行捣乱，他们“爆破”网课目的明

确——“图个乐”。在弄清他们的

行为动机后，教师需要提高自身

的媒介素养，采用“堵”“疏”结合

的方式进行应对。

首先是堵。合理选取网课媒

介，让“爆破手”无可乘之机，比如

选取钉钉进行课堂直播，上课学

生必须实名，相比可以通过会议

号进入的课堂，前者发生“网课爆

破”的概率较小。其实，针对这一

乱象，腾讯会议等曾提供多种会

前设置方式，保障在线课堂的安

全性，教师需要对这些设置如实

名认证、屏蔽声音、移除课堂等操

作进行学习，以备不虞。

其次是疏。只堵不疏，治标

不治本。“网课爆破”之所以频繁

发生，根源在于学生长期上网课

所产生的负面情绪难以排解，这

些情绪被不法之徒利用，用于煽

动“爆破”。鉴于此，教师要防止

唯媒介化倾向，即教师在使用媒

介过程中，不要让媒介成为没有

温度的知识传输工具，只有“教”

没有“育”。

针对此类事件，我们不得不反

思：同在网课课堂的学生面对“网

课爆破”为何大多成了看客？教师

是否需要转变媒介态度，让学生的

网课生活更有现场感、参与感和成

就感，让线下教育缺失所带来的负

面效应最小化。同时，教师面对突

发情况要学会化危机为契机，学会

给学生上一堂生动的网络德育课，

而这正好是实现教与育相互转化

的重要体现。

概而言之，在网课背景下，

堵与疏的灵活运用，教向育的合

理转化，都需要教师提高自身的

媒介素养。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龙

岗区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提升教师媒介素养

□杨 操
预防与惩治双向发力

□王寿斌

据《新华每日电讯》等多家媒体报道，近日河南省新郑市第三中学一名教师上网课后在家中不幸去世。由其家属提供的网课视频和
截屏显示，该教师在上网课时曾遭遇“网课爆破”。所谓“网课爆破”，一般是指“入侵”在线课堂，“网暴”师生，扰乱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目
前，虽然该教师的不幸猝死与“网课爆破”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尚待公安、教育、网信等部门联合调查确认，但这场悲剧的发生也将“网
课爆破”推到了公众视野，成为全社会必须直面和设法研究解决的公共课题。本期，特别聚焦“网课爆破”究竟怎么治？

正在上网课的你和我都有可能成

为“网课爆破”的下一个目标，如果遇

到“网课爆破”，教师该如何自救？

课前，熟悉授课平台的安全设

置。针对“网课爆破”现象，多个网络

平台已出台相关应对措施。比如，腾

讯会议提供了多种会前、会中、会后

的权限设置方式，以保障在线课堂安

全性和教师的教学需要。钉钉平台

近日也通过设置“仅主持人可邀请成

员”，限制上课学生把会议号分享给

陌生人。因此，教师要提前熟悉自己

的网课平台，如遇到实在不会操作的

情况可以拨打平台热线电话，请求专

业技术人员协助，也可以找专业教师

帮忙设置。

课中，保留证据后向平台投诉并

报警备案。“网课爆破手”最典型的特

点是不敢实名，他们是专门被邀请进

入网课捣乱的。教师在上课之前，要

求学生全部把姓名标注为“班级+学

号+姓名”，然后在用户列表中从上

往下扫一眼，只要出现未实名制的学

生就点名要求对方修改备注。所以，

当教师遇到“网课爆破手”时，不要慌

乱，要第一时间确认其真实身份。如

果他们既不修改备注也不离开课堂

直播间，甚至开始肆意扰乱课堂秩

序，教师要做的就是录屏、截屏，保存

好视频、截图，向学校相关部门报备，

再向网课平台投诉，同时即刻报警。

课后，分情况及时进行维权。其

一，若警方认为只有网名账号很难维

权时，报警之后教师可以带着证据到

公安机关，要求警方出具《不予处罚

决定书》，之后再去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行政诉讼。其二，若警方受理了教

师的报案，警方会联系平台核实网暴

者的真实身份信息。有了网暴者的

真实身份信息，我们可以起诉到法

院，索要侵权赔偿。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不能以常

理去理解这些“网课爆破手”的恶

行 ，一 定 要 让 他 们 接 受 法 律 的 制

裁。对此，法律界专业人士表示，对

于正常的工作秩序、教学秩序被扰

乱，现行法律提供了许多规制之道，

无论是教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还

是刑法，都有相应的惩治措施。尤

其是对公然侮辱他人，现行法律就

规定了侮辱罪，以暴力方法或其他

手段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最

高可以判处3年有期徒刑。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

一起行动起来，让“网课爆破手”无

处可藏。

（作者单位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用法律武器有力回击
□张婉婷

“网课爆破”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

象，此前就有教师在社交媒体上晒出

相关经历。可以说，网课安全已经成

为事关学生和教师安全的新课题。在

网课已经成为青少年学生学习和成长

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的当下，我认为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保障网课安全。

网课空间理应受到法律法规的保

护。开发和利用网课是有关部门倡导

和要求的，是社会需要且期盼的，网课

已经成为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教师利用腾讯会议、钉钉等平台、软件

构建虚拟课堂，师生一起上课，同时学

校管理者、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网络“巡

课”方式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俨

然成为一种虚拟的学校或者教育教学

生态。网课实际上就是在政府支持和

倡导之下，为教师正当教学、学生正当

上课而形成的一个公共专题平台。上

网课是师生受到法律保护的正常教育

活动，而“网课爆破”看似是一个全新

事物，本质上是使用网络技术扰乱正

常教育教学秩序的违法行为。因此，

有关部门要依法依规保障师生的教育

教学行为，依法加强对“网课爆破”行

为的惩处，对网课依法予以保护。

保护网课需要配套必要的技术手

段。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有关企业或相

关部门在让师生使用网络资源的同时，

也应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和保护，让上

网课师生的正当权益在技术支持下得

到保障。建设清朗的网络空间，除了确

保师生能够正常使用网络工具和资源

服务教育教学之外，让师生在上网课时

安全、顺利且不被外界打扰，也是应有

之义。同时，上课教师也应熟悉相关技

术，学会使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保护自

己和学生，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

此外，上网课的师生还应提升必

要的抗压力。“网课爆破”背后有深刻

的社会原因，都能在社会生活、学校生

活中找到根源和土壤。因此，在经受

“网课爆破”的过程中，师生应有必要

的心理准备，尤其是教师要提升自己

的心理素养，这样在处置突发的“网课

爆破”时，才能对受到影响和伤害的学

生予以关心和疏导。

总之，“网课爆破”为教育发展新生

态敲响了警钟。处置“网课爆破”需要

正面积极应对，依法治理，做好技术保

障，引导师生学会应对技巧和提升心理

免疫力，让网课助力师生共同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市兰山

区教育和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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