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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少家长而言，教学类
APP早已是辅导孩子功课的好
帮手。可有时候，这个帮手也会
让人心里不大痛快。近日，济南
某些学校的学生家长就因为这
样一种“发现”而不淡定：在学
校推荐的一款教学类APP上，可
以查询孩子各科考试成绩，但
想看看孩子究竟错了哪些、错
在哪里，就得掏腰包了。为此，
一些学生家长禁不住发问：收
费项目是增值服务，还是变相
绑架？

诸如此类的问题，恐怕一

时半会儿掰扯不清楚。不过，在
家长们的质疑声中，至少有一
点是清楚的：一款教学类APP因
收费项目而涉嫌“变相绑架”，
而这款APP是学校推荐给学生
家长的———“学校推荐”竟跟

“变相绑架”发生了某种关联。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如何，家
长们的质疑堪称一声响亮的提
醒：教学类APP，还是谨慎推荐
为好。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教学类
APP多年来一直处于“野蛮生
长”阶段。由于监管标准的缺失、
内容边界的模糊，教学类APP良
莠不齐、鱼龙混杂，不少教学
APP粗制滥造、品质低劣，无力
为用户提供优质资源和服务。更

有甚者，打着服务教学的幌子，
在吸引大量用户后，在教学类
APP中夹带和贩卖各种私货，通
过内置游戏、发布不雅图片和文
字等搞所谓学习社交，诱导学生
点击、消费。学生一旦使用了这
样的APP,不仅会因沉迷其中而
空耗宝贵的时间，更会损及学生
的正当权益与身心健康。

对绝大多数学生及其家长
来说，学校具有某种异乎寻常的
公信力与权威性，学校推荐在很
大程度上跟学校要求差不多。也
正因如此，校方不宜轻率推荐某
款教学类APP，确有需要，也必
须慎之又慎，对多款同类APP精
心甄别筛选，择优推荐。

否则，一不留神，就可能会

误入歧途。随着移动互联网时
代的来临，教学类APP早已成为
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兴行业。但
总体而言，这个行业还处在烧
钱阶段。某市场机构对400家在
线教育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
截至2017年年底，70%的在线教
育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有10%
能够实现持平，能够盈利的仅
占5%，有15%的企业濒临倒闭。
其中，优质资源缺乏、产品同质
化现象严重、市场竞争恶化等
问题日益凸显。面对强烈的生
存压力，一些苦苦寻觅盈利模
式的教学类APP不断强化市场
营销，为了进驻校园，甚至不惜
采取各种不正当的公关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难保学校乃至

相关主管部门中的某些人不会
被“糖衣炮弹”击中。有鉴于此，
学校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尤其要
保持高度的警惕，尽量不将自
己置于瓜田李下。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哪一款教学类APP是教学必需
品。如果出于教学需要与对APP
品质的仔细甄别，向学生及其
家长推荐某款教学类APP,也必
须尽最大努力满足学生及其家
长的知情权，对APP使用过程中
的各种问题详加说明。不能等
到用户们已经有了某种“路径
依赖”，再告诉人家收费项目来
了。当然，如果所谓的推荐压根
就是一种事实上的强制，那就
另说了。

教学类APP,还是谨慎“推荐”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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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盲驾”入刑还需谨慎而为

□史洪举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
一份专题报告显示，2012年1月1
日至2017年6月30日，全国各级人
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审审结案件量为449 . 1万余
件，排名前三的事故诱因是无证
驾驶26 . 86%、酒后驾驶18 . 1%、开
车玩手机10 . 56%。在“醉驾入刑”
的效果显现之后，关于“开车玩
手机入刑”的声音也多次出现。

如报道指出那样，随着手机
用户的增多和机动车辆的增多，

开车玩手机现象可谓比较普遍，
且成为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三大
因素。因而，有必要追究开车用
手机者的法律责任。但当前背景
下，尚不宜操之过急地动用刑罚
手段惩戒开车玩手机这一“盲
驾”行为。

如前所述，随着手机用户的
增多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不排除
有些人驾驶机动车过程中接打
电话，甚至刷微博、玩微信、玩游
戏。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公
共交通安全，属于应被否定的驾
驶陋习。对此，根据有关规定，有
驾车使用手机行为的，将给予扣
除2分的处罚，同时有的地方还
对其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但当前，还不能像对待酒
驾、追逐竞驶那样动用刑罚手段
惩戒“盲驾”行为。限制公民人身
自由的刑法，是惩戒违法行为的
最严厉措施，必须慎重启动。只
有当某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
相当严重时，方可考虑将其纳入
刑法打击范畴。这样才能既维护
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有效
维护公民权利，增加人们对法律
和自我行为的预判，不至于出现

“法多扰民”现象。
而且，将某个行为纳入刑

法打击范畴，除考虑其社会危
害程度外，也应兼顾执法成本
和执法效果。像醉驾和追逐竞
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其既容易

“案发”，也易于固定证据。如只
要交警部门设卡抽查，使用酒
精呼吸仪器即可测出酒驾，进
而启动刑事程序。然而，查处

“盲驾”行为恐怕就不那么简单
了，首先，玩手机、打手机、看手
机、放手机等行为尚无清晰界
定，达到何种程度方构成犯罪
尚无明确标准。其次及时发现

“盲驾”并有效固定证据比较困
难，如驾驶员发现交警检查时
已经放下手机，此时便很难搜
集有效的证据材料，除非启动
高清探头、道路监控等“黑科
技”，或调取当事人的通话记
录。可想而知，这样一来，执法
成本将居高不下，且治理效果

未必好。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治理

“盲驾”行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只不过在治理方式上理当循序
渐进。如加大罚款和扣分力度，
让“盲驾者”感受到切肤之痛。尤
其针对出租车、公共汽车等营运
车辆，可启动车载监控和有奖举
报方式规制“盲驾”行为。同时将
驾车使用手机作为划定交通事
故责任的依据，加重“盲驾”者责
任承担。进而在不启动刑罚手段
的前提下全面提高“盲驾”的法
律成本，倒逼驾驶人提升安全意
识，减少“盲驾”现象。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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