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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面临学习时间过长、上课时数过多、作业总量过大时，哪里还有学

习乐趣？这大概就是一些学生的成绩越补越差的重要原因吧。
燕赵观

语数外补习“涨分”微弱，
何必疯狂报班

何勇海

网友说
@八风不动——其实，家长报班，

有几个是孩子愿意上的？不过是消解

家长的焦虑感罢了。你看，现在哪个孩

子不报四五个补习班？如果不报班，家

长自己先就慌了神，害怕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至于说这些补习班有没有效果，

恐怕只有家长自己知道了！

@辛上邪——即使横下心要上课

外班，恐怕又会发现越补漏洞越多，补

了东墙补西墙。课外班种类刚刚和隔

壁邻居看齐，朋友圈里又有新项目刷

屏。课外班价格不菲，家长接送陪同疲

于奔命，是否达到了想要的效果，这就

需要打个问号了。

@好好239443374——我觉得，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上辅导班是没有用

的。辅导班老师讲得再好，学生课后不

复习巩固，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平凡——上课如果都没有学好，

就表明学习方法和习惯出了问题，这些

靠补习班弥补不了。

燕赵都市报快手

提级管辖，希望“研究生被伤案”早日拨开迷雾

工业和信息化部19日发布《关于侵害用

户权益行为的 APP（第一批）通报》，通报显

示，截至目前，尚有41款APP存在违规收集、

使用用户个人信息、不合理索取用户权限、为

用户账号注销设置障碍等问题，未完成整

改。其中包括多款知名APP。工信部要求涉

及企业应按要求于12月31日前完成APP整

改落实工作。逾期未整改的，工信部将依法

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12月19日中

新网）

工信部的最新“通报”多少令人感到意

外，一批知名头部APP居然也位列其中。不

过，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现象，有此结果也

并不奇怪。要知道，所谓APP作为一个爆发

式发展的新事物，此前其游戏规则都是由厂

商单方面说了算的。相当长时间以来，“视用

户权益如无物”，就是这一行业很多厂商的潜

规则。近一两年来，尽管立法、执法层面发力

跟进补漏，但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却绝非是

短时间就可扭转的。

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许多APP基本

的产品逻辑之一，就是尽可能多的索取用户

权限、获取用户信息。这种下意识的习惯，可

说是深入某些企业的灵魂，乃至从开始写第

一行代码开始就贯穿始终。APP作为市场主

体的自发创造，之前长期都处于“监管空白”

的蛮荒状态。其间，是没有是非对错可言的，

既然连“用户权益”的概念都没有，也就没有

“侵犯用户权益”一说了。时移世易，过去那

种野路子的“通行做法”，在新的标准之下，很

容易触碰红线。

加强APP的规范监管，也就是最近一两

年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

式实施，《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国家标准发布，

2018年普遍被看作中国“数据合规元年”。令

人遗憾的是，面对立法的完善、执法的加码，

一些APP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反应迟钝”。

换而言之，在处理那些历史遗留的侵权问题

时，某些APP不是主动进行自我的合规审查，

而是心存侥幸、不断试探，只待被主管部门通

报批评后，方才整改。

此前，工信部等多部门，已多次要求企业

就旗下APP自查自纠。然而，诚如我们所见，

不少APP面对新规、新标准，仍然选择了打折

执行。某些头部APP，对于“何为合理索取权

限”“何为收集必要信息”揣着明白装糊涂，其

也许原本幻想着“小小的越线”能够蒙混过

关，却不料监管机构“专项治理”丝毫不留情

面、不揉沙子……必须认清的是，对“APP侵

权”的认定正变得越来越严格。也许，原先

“强行捆绑推广”“擅自扣费”等恶意情形才会

被通报，但现在“多开一个权限”“多收集一项

信息”都可能上整改名单。

某些APP运营者，若是继续低估监管意

志和监管尺度，对显而易见的合规性挑战后

知后觉，那么今后注定还要付出更加沉重的

代价。 （蒋璟璟）

侵犯用户权益，问题APP不可低估监管意志

日前，上海市教委发布2018年度初中学

业质量“绿色指标”全样本学校评价结果。上

海市645所初中全样本绿色指标调查显示：语

数外三门功课课外补习，对学习提升的作用

分别只有：0.6%、2.0%、2.2%；提升学生的学习

自信心，远远比把孩子送进课外培训班更有

用。而上海不少初中在提升学生自信心、提

高校内学习时间有效性上已有了好做法，没

人补课的初中照样做到学业高质量。（12月19

日《新闻晨报》）

从数据来看，参加课外补习对提升语数

外成绩的作用相当微弱。因此，家长应该反

思，语数外等主科确有进行大量课外补习的

必要吗？早有不少调查显示，从小学到中学，

越向高年级走，主科补习越来越成为课外补

习的“主力军”；与此同时，越向高年级走，中

小学生及其家长对主科补习的效果也越来越

感到不满意，难以有效提高学科成绩。现在，

的确到了权衡主科补习必要性的时候了。

主科学习的主阵地理当在中小学课堂。

学生每天的学习任务，就是通过一堂堂教师

“教”和学生“学”的课堂教学来完成的。尤其

是主科课堂教学，本来每天就在追求效率与

质量，越向高年级走，教师和学生面临的“教

与学”任务也越繁重，当我们用语数外等主科

的课外补习再给学生“加码”，他们的课业负

担岂不更加沉重？当学生面临学习时间过

长、上课时数过多、作业总量过大时，哪里还

有学习乐趣？这大概就是一些学生的成绩越

补越差的重要原因吧。

对于学生而言，提升学习自信心及校内

学习质量，才是至关重要的。据上海市教委

调查，参加课外补习的，语数外三科成绩分别

可以提高 0.1 分、2.6 分和 2.2 分，如果学生的

学习信心被提高1个单位，学生三科成绩分别

可以提高 1.3 分、3.1 分和 2.5 分。可见，提升

学习自信心远比上补习班有用。无论是家长

还是教师，在日常的“教与学”中应注重发现

学生的优势，让他们收获成功，树立并保持信

心，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自觉性。

总之，语数外等主科的成绩提升，与课外

补习没有显著性相关。2015年，一份名叫《北

京市义务教育阶段课业负担监测报告》出炉，

结果显示，校内外课业负担越轻，学生学业水

平越好；校内外课业负担越重，学生学业水平

越差。与此相印证的是，上海一些没人补课

的初中照样做到学业高质量。这种“轻负担，

高质量”的学校理应更多。当然，教育评价制

度也应给学校和教师松绑，别再过分倚重学

生的成绩和升学率。

据沈阳市公安局官方微博12月19日凌

晨通报，9月19日，沈阳大学2018级研究生王

某宇被本校同学殴打并持水果刀划伤致轻伤

二级。沈阳市公安局经过初步调查，已决定

将案件提级管辖，由市局成立专案组负责侦

办此案，务求将该案办成铁案。（12月19日澎

湃新闻）

一起致人轻伤二级的案件，为何要“提级

管辖”？通报同时宣布，已责成由市局纪检监

察、警务督察和法制控申等部门组成的联合

调查组，对该案执法办案过程全面彻查。

研究生王某宇被本校同学殴打并持水果

刀划伤致轻伤二级，发生在三个月前，而该案

之所以得以“提级管辖”，恐怕还“得益”于王

某宇近日通过微博控诉他的遭遇，从其言语

中能感受到他的无助与无奈，而其在微博中

描述的“警方近三个月无侦办结果”，显然更

加值得关注。

沈阳市公安局的“提级管辖”来得突然，

却很有意义。“提级管辖”可以消除继续由基

层办案人员侦办带来的不信任感，而彻查相

关执法机构是否存在慢作为、不作为的问题，

可以成为防范和减少今后渎职失责行为发生

的警醒剂。“提级管辖”在本案中应该是“从快

侦结”和“办成铁案”的双重需要。

我们期待该案能够“办成铁案”，但也希

望以此促进基层办案效率和公信力的提升。

不管是“提级管辖”还是“提级侦办”，毕竟是

“特案特办”的办案模式，这的确很难贯穿在

所有普通案件中，不然有可能会打乱基层的

工作节奏和基本的职责分工。对于部分特殊

案件，尤其是基层办案人员有不作为、乱作为

之嫌，损害有关方面公信力的热点公共事件，

“提级管辖”或是“提级侦办”的及时补位无疑

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其前提还是要注重基

层公安部门办案水平的提高和办案过程中的

督查督导，降低“过程犯错”的风险，不至于让

一些一般性的案件被拖成公共热点事件，而

让“提级管辖”和“提级侦办”成为危机公关或

公信挽回的不得已之举。

每一起案件，我们都希望警方多些程序

上的缜密，通过证据的严丝合缝、证人证言的

无前后矛盾、案件复盘符合常识，由此，当事

人及公众的期盼也就不难实现。不偏不倚、

不枉不纵，在“提级管辖”中，期待研究生被伤

案能够及时还原真相。同时，也期盼今后类

似案件不至于启动“提级管辖”，在属地警方

的应有作为中便可侦结出令人信服的“铁

案”，而“提级管辖”只作为监督基层办案的

“一柄利剑”，不至于成为火速弥散舆情沸腾

的“一盆冰水”。 （周稀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