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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自习室 怎成社交平台？
记者调查发现，学习功能弱化，社交属性愈加凸显，甚至存在骚扰现象

“交友吗？”“我明天还可以陪你。”这样的交流出现在一款线上
自习室APP的聊天区。近年来，“云自习室”日趋火爆，因可以对学
习者产生一定的学习氛围感和监督作用，受到了学生群体青睐。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自习室因注册门槛低、缺乏专人
监管，学习功能逐渐弱化，反而在社交方面的属性愈加凸显。有
些自习室用户以虚拟人物形式出现在界面更带有游戏娱乐的成
分，甚至有些自习室还出现不良画面和骚扰现象。某中学语文
老师鲍老师认为，使用者应严格律己，爱护公共学习环境，开发
者、运营者也应该加强线上自习室的监管，加强违法信息的监
管，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对此，某中学语文老
师鲍老师认为，学生群体
的自制力较差，网络虚拟
世界对中学生的吸引力
较强。不乏有些不学习
的学生将虚拟网络作为
自己的“秀场”：恶意攻击
学习的学生、恶搞表情
包、分享娱乐新闻、宣传
黄色笑话等。在他们的
影响下，一定程度分散了

学生学习的专注力，甚至
给更多的学生造成了不
必要的困扰。与此同时，
少部分成年人利用虚拟
网络在线上自习室制造
的黄、赌、毒等不良画面，
也对青少年健康成长产
生不良影响。

鲍老师认为，线上自
习室 APP 中酷似游戏的
设定也需要一定的调整

和规范。线上自习室的
初衷是为了学习，除了用
户应不忘初衷、严格律己
外，APP 的开发者、运营
者也应该加强线上自习
室的监管，加强违法信息
的监管，不断改进功能，
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担起
为未成年人、使用者的身
心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的
责任。

20 日，记者下载了一
款名为“CoStudy”的线上
虚拟自习室，这款 APP 中
开设三个区块，分别为

“睡眠区”“自习区”“活动
区”。活动区酷似一款经
营小游戏，用户需通过积
攒学习、睡眠时长或充值
获得金币、钻石，然后到

“食品工程”页面中加工
获得奖励，才能在酒吧、
餐厅为场景的聊天室进
行聊天。

记者选择登入活动区
中一个名为“星空酒吧”的

界面，并选择了一个聊天
室旁观，该聊天室中有六
个人，一个人说“我先把你
拉黑，我妈查微信，小蛋要
孤独终老了”，另一个用户
回复“没事”。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
现，每一个用户的装扮、配
饰都不一样，他们可以通
过使用金币、钻石进行虚
拟人物的换装和虚拟场景
的布置。

市民陈女士的孩子今
年上初二，从几个月前起，
孩子便迷上了这款自习室

APP。陈女士告诉记者，一
开始，孩子的“新鲜感”的
确让她认真学习了一段时
间，但是随着她对这款
APP 的深入了解，她也开
始“玩”起了这款APP。“每
天都在攒时长，给她的虚
拟人物购买各类好看的衣
服，好让别人羡慕。”

陈女士说：“我认为孩
子使用自习的效果因人而
异。对于我的孩子来说，
花里胡哨的形式反而会削
弱她的注意力，便不再让
她使用线上自习室了。”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
现，不少网友反映线上自习
室存在着不少乱象，时常看
到不雅画面和行为。

小 H 就有过这样的经
历，小 H 告诉记者，她在
考编的备考期间看到了某
网站上正在直播的线上自
习室，在它的页面上有一

个公共开放的会议室，于
是小 H 便加入了该自习
室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来提高学习效率。但是在
6 月份，当她一如既往准
备自习时，却看到在自习
室的视频区有一对正在睡
觉的情侣意外出镜，画面
有些不雅，她马上就退出

了自习室。
高一的小陈同学在进

入某一个线上自习室时，
也遇到被人骚扰的情况。
小陈说，很多时候，当她快
要结束学习的时候在后台
收到了些奇怪的私信，如

“快一起来追寻真爱”“约
吗”等。

记者了解到，线上自
习室主要分为两类，第一
类为自习室发起人在网络
平台上发布公告，邀请志
同道合的人通过邀请码进
入线上会议室，打开视频
互相陪伴和监督对方学
习，用该方式学习的群体
集中为高中毕业后的学习
者。第二类为线上虚拟自
习 室 ，通 过 虚 拟 人 物 在
APP 上挂学习时长，营造

“陪伴学习”的氛围，这类
APP 以可爱动漫的风格捕
获了不少初高中和大学生
的芳心。

读法学专业的陈同学
是某款线上自习室APP的
爱好者，陈同学告诉记者，
他是在周围朋友的推荐下，
才下载使用了这款 APP。

有的时候，他会和朋友提前
约定好时间一起进到房间
内学习。“虽然我们不在一
个城市，但我们也能同时在
场学习，遇到难题还能随时
讨论解决，这种感觉还不
错。”

近日，记者在手机应
用商场输入“线上自习室”
搜索发现，在评论中，有人
夸赞这些APP比线下自习
室更便捷，学习氛围也很
浓厚等；也有不少使用者
表示，功能越来越花里胡
哨，总有不认识的人发送
交友信息。

大二的林同学告诉记
者，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
遇到有人打着学习交流的
幌子，来询问他要不要一起

“打游戏”“加好友认识一

下”“要不要处对象”等。“因
为这类消息平台很难判定，
遇到这种人也只能自己换
个自习室。”

“00后”小H也有这样
的感觉，她告诉记者，明面
上没有人在会议室公共区
发言交友，但也有人通过

“头像”、“昵称”玩出了“花”
来。例如，有些人是通过账
号昵称呼应；也有些人的头
像是动漫人物，便会有人在
公共发言区询问：你是××
粉吗，我也喜欢他。

“之前有看到不少网友
调侃，为了学习梳妆打扮一
小时。”小H说，“开摄像头
时有些人是素面朝天，有些
人是全妆，在很多时候，这
样的学习方式就相当于一
种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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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化成普遍现象 常有陌生人要加好友

线上自习时遇不雅画面 常收到骚扰私信

线上虚拟自习室 酷似经营类小游戏

用户应严格律己 开发者、运营者应加强监管

聊天室内成社交场所

海都讯（记者 马俊杰
文/图） 22 日上午，福州
市民郭先生通过智慧海都
平台报料称，他所居住的
福州市鼓楼区福寿巷福圆
花园内，三四十辆小车的
前挡玻璃上，一夜之间被
人夹上了低俗小广告，远
看文图式样和违停告知单
极其相似，甚至还有红色
圆章和二维码，近看则内
容不堪入目。

当天上午 9 时许，记
者联系到了郭先生，他告
诉记者，22日早上 7点多，
他将要驱车外出时，发现
自己停在小区内的车前挡

玻璃上夹着一张白条。郭
先生说：“走近仔细看，才
发现是低俗小广告，不仅
是我这辆车上有，四周看
了一下，除了邻近小区门
岗的没有外，大部分车上
都有，估计有三四十辆‘中
招’，此前都没有出现过这
种情况。”

“真是恶心，看去像是
违停告知单，细细看了才发
现内容是‘同城约……’，太
不堪入目了，无法表述！”郭
先生愤愤地说。

郭先生还告诉记者，发
现这种情况后，他便报了
警，随后有民警通过电话联

系他了解情况。在 8 点多
的时候，郭先生回到小区，
他看见有身着保安制服的
人员，在逐辆清理车上的小
广告。

上午 10 点，记者来到
福圆花园。正如郭先生所
说，记者看到大部分小车上
已经没有了小广告。不过，
记者在小区边缘的通道上，
发现有数辆小车上仍有未
清理的小广告，记者当即找
到小区保安，前来清理的保
安告诉记者：“小区第一次
出现这种事情，刚才已经清
理过一片区域了，这边比较
偏，所以没有发现。估计这

是凌晨 2、3 点有人溜进来
弄的。”

记者又在福寿巷周边
的几个小区转了一下，大部
分在小区停放的车辆上没
有小广告，但在福寿巷 10
号小区门外的通道上，记者
发现靠边停放的数辆小车
前挡玻璃上夹着小广告，与
郭先生所反映的样式、内容
相同。

记 者 随 即 带 着 一 张
小广告来到温泉派出所
反映情况，值班台的一位
民警详细记录下小广告
所出现的地点，并表示会
前往查看。

车停小区内 竟被投放低俗“小广告”
事发福寿巷福圆花园内，三四十辆车“中招”，外观极似违停告知单

小区门外的通道上靠边停放的数辆小车，前挡玻璃
上也被夹上小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