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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近日，河南新郑三中女教师刘韩博上网课遭入

侵后去世，引发热议。

刘韩博的女儿小王是浙江一高校大三学生。“我

大三，我妹妹大二，我们从未想过我们 20 岁以后的

人生，会再无妈妈的陪伴。”小王称，母亲生前遭遇了

长达近一个月的网暴。她向钱报记者提供了几段母

亲的网课录屏视频。视频中，10月28日晚，多次有

陌生人闯进网课直播间，以语音辱骂、共享屏幕、放

歌等各种方式干扰课堂，而主讲人46岁的刘韩博手

足无措。

两日后，刘韩博被发现在家中身亡，死亡证明认

定为猝死。小王称，此前，母亲没有病史，医生推断

可能是心梗。

11 月 2 日，新郑市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10

月28日，新郑市第三中学教师刘韩博在家上网课后

意外离世。经公安机关调查反馈，排除刑事案件可

能，针对网传刘老师遭遇网暴事件，公安机关已经立

案侦查。”

尽管目前，刘韩博身亡和网课入侵事件的具体

关联尚无定论，但恶意入侵网课的行为绝非个例，而

是随着疫情后网课的兴起而不断演变恶化，甚至衍

生出一套对网课进行爆破的产业链。

追问“网课爆破”：

防范已增新功能，涉嫌违法要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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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网课都会被恶意入侵。“网课

入侵者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取的，能够成功入

侵需要的是学生里应外合。”一些有类似遭遇的

学生表示，“学校也往学生方面查了下，但也只

能在班级内起到警示作用，并不能真正揪出‘内

鬼’。”有老师说，班上的同学也会私下讨论，认

为这样的行为太过出格。“现在的网课已经常态

化了，如果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对我

们的课堂有很大的困扰。”

目前，在一些网络会议平台，只要有一个知

情人向外界透露会议密码和个人信息，无数陌

生人就可以肆意涌入，扰乱课堂。

今年 9 月，“网课爆破”现象曾集中爆发。

全国各地学校刚开学，又受疫情影响上网课，为

“爆破手”（网课入侵者）提供了足够的发挥空

间。9 月 6 日，腾讯会议发布《“防爆破”指南》，

总结了会前、会中、会后的多种权限设置方式，

比如，“限制准入”“锁定会议”“关闭自由聊天”

“会后举报”等。9月8日，腾讯会议又紧急上线

一键“暂停参会者活动”功能。

然而，并非所有老师都能够熟练地使用网

络会议平台。小王记得，母亲自2020年初疫情

暴发开始上网课，过去近 3 年间，由于疫情反

复，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上网课，但关于钉钉的

一些功能，她仍问过自己和妹妹很多次。

46岁的刘韩博执教历史20余年，在多名学

生的记忆中，她是位负责又充满耐心的老师。小

王说，母亲上网课后压力变得更大，经常要同时

给四个高一班、200多位学生上课，“每节课前，

她都认真备课，她在家里的客厅上网课，声音很

大，就像在教室一样，也会特意叮嘱我和妹妹不

要出来。”

“她是个很隐忍的人。”小王自责地说，母亲

去世后，自己才得知她已经遭受持续至少半个月

的网暴。10 月中旬，小王的父亲曾在家目睹过

刘韩博遭遇“网课爆破”的过程。“那天，正在上网

课的她情绪突然变得很激动，但还是想把课上

完。”小王的父亲发觉异常时，侮辱性极强的语言

已经攻占刘韩博的直播间五六分钟，他坚持替妻

子关了电脑，课程提前半个多小时结束。小王

说，事后，母亲也向学校反映了情况，但这场闹剧

并未因此停止。

10 月 28 日晚，谩骂和侮辱再次席卷刘韩

博的网课时，依靠临时入群的一位班主任的帮

忙，入侵者被踢出会议，刘韩博才得以将一小时

的课上完。可那却成为她最后一堂课。

没用上的“防爆破”功能

“网课爆破”时的场景 受访者提供

回
头
看
：

回
头
看
：

在网课入侵事件中，大多时候，“爆破手”们

行事冲动又混乱，只是利用网课平台漏洞创造

爽点，以此为乐。

去哪家族少年警校发起人王翠芳从事青少年

心理教育近15年，在她看来，“网课爆破”现象暴

露出：家庭和社会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完全跟不

上孩子接触互联网信息输出的复杂程度，“互联

网技术日新月异，但目前的普法教育，在网络层

面是薄弱的。”

王翠芳认为，“网课爆破”现象背后，两类参

与者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性格特征，但最终的动机

都是“为了泄愤”。向外界分享会议密码的人大

多出于对网课的讨厌和排斥，希望借助他人手

段，干扰这项非他自主参与的活动。这类人的性

格特征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同时，缺乏责任感

和道德感。相应的，入侵者则和网络遍布的“键

盘侠”存在相似的心理机制——他们大多胆小、

懦弱，缺乏社会价值感和归属感，在现实社会中

很少获得关注，很可能成长于高管控的家庭环

境，只有顶着一张相对安全的“面孔”时，才敢发

泄无处表达的私人情绪。

“这群人其实每个社会阶段中都会出现，只

是现在，网络技术让他们有了更多的展示机会，

手段更丰富，影响也更广更恶劣。”王翠芳进一

步分析说，“网课爆破”的参与者也可以再细分

为真实的和假性的。

起初，“网课爆破”或许只是一小拨人的“恶

作剧”，但当他们将相关录屏上传到网络，就会引

发情绪的传染和模仿机制，“尤其是一些心智不

健全、正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很容易被别人的

情绪传染，进而模仿别人的不良行为，成为假性

参与者。”王翠芳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自媒

体平台也应对“网课爆破”现象的扩大承担责任，

“相关平台应该肃清这种低俗、恶劣的视频内容，

防治它们带动不良社会风气，在寻求私域流量和

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引导青少年

走向更纯净的网络空间。”

刘韩博事件引发热议后，小王也因此陷入

网暴的循环。小王告诉钱报记者，“有人发来私

信，说妈妈心理承受力太差，怪不了别人之类

的。”

“网暴的杀伤力可能比社交暴力、比被人打

了一拳更可怕。”王翠芳说，面对情绪冲撞，人的

身体机能各异，一些人可能受到更重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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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课爆破”绝非简单的恶作剧，而是涉嫌

违法犯罪的恶劣行为。

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称，部分人

利用网络技术严重干扰正常教学秩序，已涉嫌寻

衅滋事，轻则治安处罚，情节严重则构成寻衅滋

事罪。“在刘韩博事件中，不法分子公然辱骂，煽

动网络暴力，情节恶劣，很可能已构成侮辱、诽谤

犯罪。”

如果施暴者是未达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那

么被害老师是不是就无法得到法律救济呢？“这

可能是对法律的误解。”11月4日，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罗翔发布视频称，“首先，对于民事责任而

言，小朋友的无聊与恶作剧造成侵权后果，家长

必须买单。其次，当前有大量的‘网课爆破’行为

背后是有组织的，据说还有人用此牟利。如果有

刑事责任能力人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了

侮辱、诽谤犯罪，可以按照间接正犯来处理，直接

追究利用者的刑事责任。再次，即便被组织者的

行为没有达到犯罪程度，但违反了《治安管理处

罚法》，组织者还可能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

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在周兆成看来，“网课爆破”现象也暴露出

网络会议平台存在监管和技术漏洞，“就刘韩博

的事件而言，网络会议平台也应该因为自己的

监管疏忽、处理滞后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周兆成认为，网络平台有责任强化网络暴力防

范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和快捷的投诉处理机制，

对涉及网络暴力的言论快速甄别及时处置，借

助智能过滤手段发现和阻止网络暴力言论的发

布，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网暴伤害。

“网课爆破”涉嫌寻衅滋事、侮辱、诽谤犯罪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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