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教育APP备案代理办理

产品名称 南阳教育APP备案代理办理

公司名称 河南融河矩媒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融河矩媒
服务项目:技术支持

公司地址 中国 河南 南阳市 卧龙区蓝钻星座

联系电话 18338218580 13323693821

产品详情

(一)如何判断是否属于需要备案的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以下简称“教育移动应用”)?

根据《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指的教育移动应用是以教职工、学
生、家长为主要用户，以教育、学习为主要应用场景，服务于学校教学与管理、学生学习与生活以及家
校互动等方面的互联网移动应用程序”，用户和应用场景符合规定的就要备案。

说明：

       1. 不是针对教育系统开发，但被教育系统广泛应用的不属于教育移动应用：如微信等。特例：
教育钉钉，是为教育进行了个性化开发的，主要面向教育领域使用，所以属于教育移动应用。

小编理解：广泛工具类不算教育应用，即便被老师家长普遍使用也没问题。但是专门服务于教育的沟通
软件，比如家园共育，家园沟通软件，原则上应该都属于备案范围

2.为继续教育提供服务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也属于教育移动应用，如“尚德自考”(APP名称)。但社会
考试类的不算，如针对考驾照、考公务员进行培训的相关互联网应用程序。

小编理解：继续教育也在国家学历教育体系内，所以算
教育移动应用，原则上应该备案。但是社会类考试，大部分是与职业相关的，就不属于备案范围。

3.通用类的互联网工具不属于教育移动应用，如“有道词典”(APP名称);但专用类的工具属于教育移动应
用，如“有道少儿词典”(APP名称)。

小编理解：所有属于教育类应用都需要备案，如果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的应用，还需要有线上培训许
可，那么刚才说的继续教育只需要备案就行。非学科类需要备案。而学前教育，也就是六岁以下的培训



全面停止备案，已经备案的也要撤销。

(二)教育移动应用的分类?

教育移动应用分为中小学学科培训类(简称“学科培训类”)和非中小学学科培训类(简称“非学科培训类
”)。

学科培训类。教育移动应用中含有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英语、日语、俄语)、
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内容，并通过教育移动应用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学生提供以上学科培训服
务的教育移动应用统称为“中小学学科培训类教育移动应用”(简称“学科培训类”)。

非学科培训类。教育移动应用中不含有以上学科培训内容，主要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含高中)提供体育(或
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学科和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教育教学
管理、家校沟通等内容，以及面向非中小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内容的教育移动应用统称为“非中小学学科
培训类教育移动应用”(简称“非学科培训类”)。

(三)哪些教育移动应用的提供者需要取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办学许可?

按照中央“双减”文件要求，内容涉及线上中小学学科培训的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需获得中小学线上学
科培训许可，且是经民政部门登记依法成立，从事线上义务教育阶段学科培训的非营利法人单位。

(四)为什么面向学龄前儿童培训的教育移动应用将不予备案?

根据国家《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关于“不得开展面向
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的规定和教育部《关于推动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与“双减”政策衔接
的通知》中“不再受理学前线上培训教育移动应用备案申请，已备案的予以撤销”的规定。

小编理解：所有属于教育类应用都需要备案，如果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的应用，还需要有线上培训许
可，那么刚才说的继续教育只需要备案就行。非学科类需要备案。而学前教育，也就是六岁以下的培训
全面停止备案，备案的也要撤销备案。

(五)如何理解“不得出现游戏链接和广告”?

按照《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教技函〔2019〕55号)要
求：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呈现的内容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党的教育方针，体现素质教育导
向，呈现的广告应当与提供的服务相契合。作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不得向
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植入商业广告和游戏。

小编理解：备案上线的移动应用，必须是免费用，想在这个应用赚钱是不可能了。商业广告和外链广告
的都不可以有。

(六)教育移动应用备案的有哪些程序?

教育移动应用备案共有程序：首先教育移动应用的提供者(指应用的主管者或开发者)应按照“应备尽备
”的原则，及时在全国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管理平台(https://app.eduyun.cn/)进行提供者备案，



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其次是北京市教委业务部门对教育移动应用的内容进行审核，审核不通过的，反
馈提供者进行修改完善，审核通过的，进行信息安全检测和个人信息采集审查;第三是经市教委审核通过
的，提交教育部复审，审核通过的予以备案，取得备案编号;审核不通过的退回市教委，由市教委反馈提
供者。

小编理解：首先，要在平台申请，初审APP形式，名称这些是否符合规定；内容上由教委进行初审，然
后提交教育部复审。也就是一个移动应用上线需要至少三个主管部门审核。

(七)对于应备案而未备案的教育移动应用如何处理?

市教委建立日常巡查机制，由专人每天通过应用市场进行查询，对于含有教育内容的互联网移动应用进
行下载，对内容进行审核，确属于教育移动应用的，先与提供者联系，了解相关情况，督促其按照相关
规定进行备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责令其按照国家和北京市规定进行整改，未按期整改的，将有关
情况通报市委网信办和市通信管理局，对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和分发平台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小编理解：凡是上线应用市场的，比如：小米市场，百度市场，应用宝等等，每天都有专人查，看属
于不属于备案范围，属于备案范围的话，那得先强制下线去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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