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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办函„2019‟14 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严禁有害 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省教育厅直属单位：  

近期，一些含有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及违背教育

教学规律等内容的学习类 APP 进入部分中小学校园，影响学生

身心健康和正常学习，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为营造良好的“互

联网+教育”育人环境，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教育部办公厅

下发了《关于严禁有害 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教基厅函

„2018‟102 号），要求各地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学习

类有害 APP（以下简称有害 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现就贯彻

落实教育部办公厅通知要求，严禁有害 APP 进入我省中小学校

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组织排查和清理进入校园的有害 APP  

（一）有害 APP 的范围界定。本通知所称的学习类 APP 包

括主要面向中小学生群体的移动应用程序、微信小程序、微信公

众号等。进入中小学校园的有害 APP 主要包括以下范围：1.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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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及链接的 APP；2.利用抄

作业、搞题海、公布成绩排名等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生课业负担

的 APP；3.以免费为幌子私自收集学校及学生信息的 APP；4.将

游戏、收费通道转移到微信平台，诱导学生在微信平台中游戏和

消费的 APP；5.其他进入中小学校园的有害 APP。 

（二）全面排查登记。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和中小学

校要立即组织力量在前期排查基础上对已经进入校园各个层级

的所有学习类 APP 进行全面排查登记（详见附件）。学校及学校

内部分年级、部分班级在使用的学习类 APP 都要纳入排查范围。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列入重点排查范围。排查情况要逐级上报，

没有排查到有害 APP 的要实行零报告。 

（三）立即清理有害 APP。排查中凡发现存在有害 APP 进

入中小学校园的，要立即责成相关学校及年级、班级停止使用，

退订相关业务，卸载 APP，取消关注有害微信公众号，坚决杜绝

有害 APP 侵蚀校园。对于涉嫌违法违规的 APP、微信公众号等，

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立即报告当地网信和公安部门查处。 

二、严格审查进入校园的学习类 APP 

（一）建立审查备案制度。各市、县（市、区）教育局要建

立健全区域内学习类 APP 进校园审查备案制度，按照“凡进必

审”“谁选用谁审查”“谁选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建立“一审双负责”责任制。学校直接选用或校内部分年级、班

级选用的学习类 APP，由学校负责把好选用关，严格审查其内容



- 3 - 
 

及链接、应用功能等，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由教育技术、

教科研单位等推荐选用、在当地区域内学校推广使用的学习类

APP，由推荐单位负责严格审查，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二）加强统一管理。教育部门和学校组织使用的学习类

APP 要统一管理。严格遵循“立德树人、素质教育”“有效服务

教育教学、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原则，严格控制进校园的学

习类 APP 数量，切实保障进入校园的学习类 APP 安全健康、科

学适宜。要切实保障学生信息和数据安全，防止泄露学生隐私。 

三、切实加强学习类 APP 日常监管 

（一）建立健全日常监管制度。各市、县（市、区）教育局

要建立健全日常监管制度，明确监管责任、监管处（科）室和监

管细则。各中小学校都要明确校内日常监管的责任处室，实行一

个口子受理、报备和监管。 

（二）明确 APP 使用负面清单。凡未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的学习类 APP，一律禁止在校园内使用；虽经备案，但事后发现

与备案情况不符或出现有害信息的，一律禁止在校园内继续使

用；进入校园的学习类 APP 一律禁止向学生收费或由学生支付

相关费用；中小学校及教师一律禁止利用 APP 发布学生成绩、

排名等信息。 

（三）对违规行为严肃问责。对违规使用、疏于管理并造成

不良影响的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要严肃问责。对无视规定

要求、擅自给学生推荐使用学习类 APP 的学校及教师，一经查



- 4 - 
 

实，教育行政部门要予以严肃的纪律处分。 

四、探索学习类 APP 管理使用的长效机制 

（一）加强部门携手，完善联动共管机制。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要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加强研究，进一步完善学习类 APP

内容要求、审查标准和监管办法等，坚决抵制各类 APP、微信公

众号、新媒体广告等假借“互联网+教育”的名义进校园，确保

学校一方净土。 

（二）加强内部协同，建立快速处置机制。要建立由教育行

政部门分管领导牵头负责、业务处（科）室统筹协调、教育技术

和教科研单位等分工负责的协同管理处置机制。要提高突发事件

的应急能力。一旦发现存在有害 APP 进入校园的，要第一时间

报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逐步建立学

习类 APP 使用管理的长效机制，推进“互联网+教育”，发挥好

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有益作用。 

（三）加大宣传引导，形成社会监督机制。要不断增强校长、

教师的法治意识，采用多种方式提醒家长慎重安装使用面向中小

学生的学习类 APP，增强防范意识。要加大对学习类 APP 进校

园专项整治工作的宣传力度，丰富宣传渠道和形式，及时报道工

作进展情况，宣传正面典型，曝光反面典型。要强化社会监督，

各地教育部门要畅通举报渠道，公布举报方式，广泛发动网民共

同参与对进入校园的学习类 APP 的监督，形成良好氛围。省教

育厅公布有害 APP 进校园举报方式，举报电子邮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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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xd@zjedu.gov.cn。 

（四）加强落实检查，优化校园育人环境。各地教育部门要

全面掌握区域内中小学校有害 APP 清理和学习类 APP 进校园使

用情况。省教育厅适时对各地排查和清理情况进行调研和抽查，

对排查和清理工作落实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  

请各县（市、区）教育局督促各中小学校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前完成排查并填报“学习类 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使用情况调

查清单”（附件 1），并于 1 月 25 日前汇总填报“学习类 APP 进

入中小学校园使用情况调查统计表”（附件 2）。 

请各设区市教育局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前完成排查情况汇总

（附件 3），连同县（市、区）教育局“调查统计表”（附件 2）

一并通过电子邮件报送省教育技术中心。杭州外国语学校直接报

送。报送电子邮箱：wangxd@zjedu.gov.cn。 

联系人：方浩（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联系电话：

0571-88008831；王晓冬（省教育技术中心），联系电话：

0571-88887059。 

 

附件：1.学习类 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使用情况调查清单 

     （学校填报） 

2.学习类 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使用情况调查统计表

（县市区教育局填报） 

3.学习类 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使用情况调查汇总表

mailto:及下一步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工作开展总结材料通过电子邮件报送至825957692@qq.com
mailto:及下一步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工作开展总结材料通过电子邮件报送至825957692@qq.com
mailto:及下一步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工作开展总结材料通过电子邮件报送至8259576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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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市教育局填报）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1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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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习类 APP进入中小学校园使用情况调查清单（由中小学校填报） 

报送的中小学校名称：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进入中小学校的学习

类 APP 名称 
APP 开发单位 

使用学生范围 

（填序号） 

是否发现为
有害 APP 

有害 APP 的类
别（填序号） 

APP 的来源
（填序号） 

       

       

       

       

       

       

合计       

备注:  

（一）进入中小学的学习类 APP 界定范围详见《通知》内容。 

（二）“使用学生范围”栏，请填写相应序号：1.学校全面使用；2.部分年级使用；3.部分班级使用。 

（三）“是否发现为有害 APP 现栏，请填写“是”或“否”，有害 APP 的界定范围详见《通知》内容。 

（四）“有害 APP 的类别”栏，请填写相应序号：1.包含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及链接的 APP；2.利用抄作业、搞题
海、公布成绩排名等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 APP；3.以免费为幌子私自收集学校及学生信息的 APP；4.将游戏、收费通道
转移到微信平台，诱导学生在微信平台中游戏和消费的 APP 等；5.其他进入中小学校园的有害 APP。 

（五）“来源”栏请填写序号，1.由学校自己选用；2.由当地教育部门选用；3.由其他途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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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习类 APP进入中小学校园使用情况调查统计表（由县市区教育局填报） 

报送的教育局名称：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进入中小学校的学习类

APP 名称 

在使用的学

校数量 （所） 

是否发现为有害

APP（相应打√） 
有害 APP 的类别（相应打√） 

APP 的来源 

（相应打√） 

是 否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类别5 来源1 来源2 来源 3 

             

             

             

             

             

             

             

合计             

备注：（一）相关栏目填写参照附件 1。   

（二）涉及设区市直属学校的统计，设区市教育局应参考县（市、区）教育局填报要求填写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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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学习类 APP进入中小学校园使用情况调查汇总表（设区市教育局填报） 

报送的教育局名称：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设区市直属和

县市区教育局 

进入中小学校的

学习类 APP 总数

（个） 

发现有

害 APP

数（个） 

发现存

在有害

APP 学

校数

（所） 

有害 APP 按类别 

分项统计数（个） 

有害 APP 按来源 

分项统计数（个）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类别 5 来源 1 来源 2 来源 3 

1 设区市直属            

2 XX 教育局            

             

             

             

             

合计             

备注：（一）相关栏目填写参照附件 1。 

（二）设区市直属和县（市、区）若无上述情况的也要分列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