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9日19时50分，随着
新郑市供电公司110千伏暖泉
变电站的成功送电，标志着新郑
市供电公司110千伏暖泉变电
站春检预试工作圆满完成。

据了解，春检预试是确保设
备安全迎峰度夏的重点预试工
作，新郑市供电公司为确保新郑
地区 2019 年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结合新郑地区往年春季电网
运行特点，利用春季气温回升以
及负荷平稳的有利时机，认真梳
理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安
全隐患，合理安排春季检修工作
计划，加强工作现场管理，现场
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召开班前会、
准备工作票、工序卡、设备仪器
的程序进行工前准备，并结合现

场工作实际开展风险预控分
析。该公司为减少停电为用户
带来的不便，结合线路运行情
况，合理安排检修计划，提高检
修质量，缩短停电时间，减少停
电次数，实现应修、必修和精修，
为2019年迎峰度夏电网安全经
济稳定运行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新郑市供电公司结合一年

一度的春季预试工作，该公司领
导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全面做
好预试前的准备工作，成立春季
预试工作领导小组，在预试工作
开始前，该公司职工认真学习预
试“三措”，熟悉预试工作计划及
内容要求，认真做好预试的前期
准备工作，提前对各站设备情况
作全面摸底统计，认真分析各项

安全措施和危险点，制定详细预
案，按照标准化作业现场安全管
理要求，明确责任，合理分工，合
理安排预试检修工作，切实提高
设备健康水平，保证变电设备正
常运行，确保电网迎峰度夏期间
安全可靠运行。①

黄琳暄 靳青林

新郑市供电公司：顺利完成暖泉变春季预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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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微信：wyn-only-best
《在线教育难“在线”》

对于一些家长而言，
在线教育是一块可以改变
孩子命运的屏幕。

两个月前，家住河北
省石家庄市的高菲（化名）
在某App上给儿子报了
一个英语辅导课程，是由
外教以在线的方式给儿子
上课，但高菲在试用后发
现效果并不好，外教水平
也不像自己想得那样高。

“家里的教育与一线
城市相比差距很大，想利
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多找一
些教育资源。然而，一个
好的线上辅导班并不好
找，因为不像实体店那样
可以去考察，只能通过网
上搜索资料、朋友之间的
交流获取信息，感觉质量
参差不齐。”高菲说。

在高菲看来，在线教
育给教育带来的最大改
变，就是弥补了教育资源
分配不均带来的差距，使
更多人可以享受到优质教
育资源。

对于在线教育机构而
言，庞大的教育市场是一
块“唐僧肉”。

当下，在线教育有着
庞大的用户规模。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年6月，中国在线教
育用户规模达1.72亿，其
中，手机在线教育用户规
模为1.42亿。

同时，在线教育还有
着庞大的市场规模。前瞻
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
示，2018年我国在线教育
市场规模或超3000亿元
大关。艾媒咨询发布的
《2018中国在线教育行业
白皮书》预测，2020年中
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将达
4330亿元。

对于学生而言，在线
教育则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在线教育可
以提供丰富的课程、题库
等教学资源，弥补教育资
源不均所带来的劣势，还
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
习方案，有助于其综合素
质的提升。

而另一方面，在线教
育仍然有师资力量不过
关、暗含低俗色情信息、隐
藏网络游戏等乱象，不利
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上接A10版）

问题的出现，既是利益的驱使，也
说明了监管的必要。

魏奇指出，在线教育虽好，但监管
不能“离线”。重点要做好在线教育行
业认证和准入制度，克服虚假和夸大
注册。建立权威认证机构，为在线教
育发展提供优良的发展空间。

在魏奇看来，建立严格的监管制
度，一定会遏制线上教育的疯狂生长，
让在线教育度过资本筹集、规模扩张
这个阶段之后，尽快回归“内容为王”
这一核心定位，做好培训定位、课程研
发、师资管理、平台维护、品牌拓展等
方面工作。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健认为，
在线教育的种种乱象已经严重影响青
少年身心健康，必须加强监管，推动在
线教育有序健康发展。

王健同时指出，在技术手段革新
层出不穷的新时代，在线教育未来的
长远发展，仅靠外部监控，是来不及堵
漏的。归根到底，要让在线教育从以
逐利为目的的“产业”走向行业、职业、
专业。在线教育的未来长远发展，更
需要的是行业的自律、职业的伦理、专
业的精神。

专家认为，解决在线教育中存在
的问题，除了要加强监管和推动行业
自律，更关键的是将线上教育纳入法
治轨道，让线上教育发展有法可依。

去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应急管理部办
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健全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
知》。通知要求，按照线下培训机构管
理政策，同步规范线上教育培训机
构。线上培训机构所办学科类培训班
的名称、培训内容、招生对象、进度安
排、上课时间等必须在机构住所地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必须将教师的
姓名、照片、教师班次及教师资格证号
在其网站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魏奇认为，通知非常必要，但也有
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平台是否有
效运行、更新是否及时、监管是否到
位、出现纠纷怎么处理等，这些问题都
对监管水平提出考验。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指出，在线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于
内容，但是，专心做内容的机构市场行
情并不好，很难维持生计，而一些“短
线”的企业经常用一些不高级甚至非
法的手段“捞快钱”，长此以往就会出
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一个
规范的法治环境，对于在线教育的发
展至关重要。

据检察日报、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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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线教育存在
诸多问题，但带来的好
处也不容忽视。正在中
国人民大学读博士的王
淼（化名）曾在某网校花
3000多元购买过法语
课程，“老师讲得很认
真，从零基础开始学的，
效果不错。”在中国传媒
大学读博士的杨阳（化
名）也表示，自己曾购买
某机构考研英语全套课
程，英语水平得到很大
提高。

资本市场的数据也
反映了市场对在线教育
的需求。据桃李资本发
布的《2018上半年教育
行业融资并购报告》显
示，截至去年5月20日，
上半年在线教育领域已
完成融资182起，发展态
势良好。艾瑞咨询的数
据也预计，到2019年，
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
将超过2600亿元。

多位业内专家表
示，在线教育机构的便
捷性无法取代，且能够
弥补教育市场师资力量
的短缺，减轻家庭教育
的负担，“长远来看，在
线教育利大于弊。”

既然市场走向和学
员提升能力都需要在线
教育机构的支持，如何
规范其健康发展成为当
下面临的重要问题。

杨东认为，在线教
育机构的健康发展，首
先要对企业做好备案工
作，只有符合教育培训
资格的机构，才可批准
其经营教学；其次，相关
部门要对在线教育机构
做好监管工作，尤其要
对师资力量、教学质量
进行严格把关。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
会长刘俊海对此持赞同
意见。“在线培训的教师
不是虚拟的，学员不是
虚拟的，机构、资金也不
是虚拟的，那在网上开
设培训机构，当然也要
遵循线下实体培训机构
需要满足的条件。”刘俊
海认为，线上线下办培
训辅导不应该有区别，
该有的资质一个也不
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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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卉（化名）是北京
某培训机构的美术老师，
不久前，她曾经兼职在某
App上在线给小学生上
课。

“我是有教师资格证
的，但他们找我兼职的时
候，也没有提出看证件的
要求。”刘卉说。

为详细了解教育类
App的问题，辽宁省辽阳
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
娟还专门下载过一些作业
类App，发现不仅教师资
质无法核实，连一些答案
都是错的。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
为，目前在线教育的师资
良莠不齐，行业监管亟待
加强，师资存疑是用户的
最大痛点。艾媒咨询发
布的报告显示，34.9%的
用户遇到了教师真假难
辨的问题，31.9%的用户
遇到了师资宣传不符实
际的问题。

除此之外，暗藏色情
信息、网络游戏等内容的
在线教育App，也多次将
这一行业推向风口浪尖。

中国扫黄打非网在今
年 1 月发布的《2018 年

“扫黄打非”工作述评》显
示，“扫黄打非”部门在
2018年对学习类移动应
用开展专项整治，监测核
查了“互动作业”“小猿搜
题”“纳米盒”等20余个学
习类App。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魏
奇直言，有些在线App，
已经不安心进行单纯的教
学，而是陆续加入了类似
通讯工具的加好友、加圈
子、发动态和娱乐、动漫、
鸡汤文等内容，甚至还有
游戏专区、购物专区，诱导
或强制消费。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助理研究员杨程分析，有
多个原因导致在线教育
质量良莠不齐：准入门槛
相对较低，在成本、师资、
场地等方面较线下教育有
优势；政策法规体系不健
全，教育领域相关政策法
规对在线教育规范较少；
利润空间较大，一旦占领
某个领域的市场，发展成
为“独角兽”的机会较大，
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

在
线
教
育
质
量
良
莠
不
齐

在
线
教
育
市
场
规
模
庞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