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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视频应接不暇 实则推销书籍课程

某视频号今年6月发布的
一条短视频中，屏幕的四分之
三几乎都被“老师”的脸占
了——— 他戴着眼镜，手掌随说
话的节奏摆动着，眉毛微蹙，
一股“资深教师”的范儿。额
头前的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成绩一般想要翻盘，五年级
暑假这样做”。

在视频中，他一本正经地
说道：“五年级成绩一般，你到
了六年级以后啊，也还是会一
般，到了初一就会更一般。”想
要逆风翻盘，应该怎么办？这
位“老师”把学习比作赛跑，称

“小升初”的成绩是最终反映
孩子“小学学得好不好的标
准”。

很多孩子都是六年级下
学期开始准备小升初考试，这
名“老师”则建议，应该从五年
级开始，提早进入复习。随后
他话锋一转，开始推销起某教
材辅导书……

在短视频平台，此类“贩
卖焦虑”的视频大火，从幼小
衔接、小升初到初升高，几乎

每一个年级都有覆盖——— 在
短视频博主口中，每一个学期
的暑假都是“逆袭”的关键
节点。

从课程门类上看，“语文
是分水岭”“英语要提前学”

“奥数是敲门砖”……科科都
必须重视。不过，当视频快要
结束的时候，博主随即就会给
出购书、购课建议。

不仅如此，在一些视频的
宣传语上，还写着“××年级是
最可怕的”“暑假别再玩了，××
年级就是分水岭”“不利用好
这个暑假基本就和高中无缘”
等。夸张的语气，配上令人紧
张的音乐，让一些看了视频的
家长直呼：倍感焦虑。

如果没有把握好这段时
间，孩子是不是真的“废了”？
有网友吐槽，这两年，每逢暑
假、寒假，在短视频平台总能
刷到大量这类视频或直播，从
一年级到高中毕业，每年都是

“分水岭”，仿佛孩子学业的成
败就在此一举。

记者看到，这类账号大

多开通了购物橱窗，视频左
下方链接点击进去，是各种
学习教材、辅导课程的销售。
教材价格不等，有的卖三五
十元，有的100多元。某小升
初暑假预习资料显示已售38
万件。辅导课程购买则更为
复杂，定价看似低廉，但其实
仅为咨询报名费，后续还需
要支付一定费用才能开启正
式课程。

6月28日，抖音发布第五
期打击“借热点事件蹭热炒
作”公告，贩卖暑期“教育焦
虑”内容成为治理重点。集中
发布“小学生二年级的暑假

‘很危险’‘最可怕’”“二年级
暑假不做好预习，三年级成绩
一落千丈”“暑假来了，不浪费
暑假60天”等营造“教育焦虑”
内容的账号，因违反平台规则
已受到严格处置。目前，抖音
已处理相关违规视频961条，
并对81个账号采取了禁止发
稿、限制电商带货权限等
处罚。

记者注意到，经验分享帖

也成为新型焦虑传播方式。
一位名叫“西西妈妈”的网友
在网上分享自己的带娃经历
时称，没必要的课程真不用
补，告诉其他家长不要过度焦
虑，但紧接着话锋一转，说“我
家孩子就在看××辅导书，很有
用处”。帖子最后还直接附上
各种补习资料的购买链接，有
不少家长联系她购买。

有用户在评论区留言：一
口气给孩子报七八门补习班、
兴趣班，其实是在缓解自己焦
虑，增加孩子压力。更有用户
指出，看着是分享经验，实则

“贩卖焦虑”，吃相难看。
“贩卖焦虑”视频中的博

主夸夸其谈，他们购物链接中
的课程、教材效果如何呢？

不少家长称，在网上看
到各种博主推荐的教材，自
己也不知道哪一种好，索性
给孩子全买来了，但发现很
多教材虽然写着全国通用，
但实际内容和当地的教学内
容、进度完全不符，孩子学起
来很不适应。

“一年级的暑假是最可怕的，两个月时间差距就拉开了，没有把握好暑假一步差步步差。”
“三年级的暑假是最可怕的，如果你不做这件事，孩子开学就会落后一大步。”
“六年级的暑假是最可怕的，小学成绩不好的同学，暑假以后成绩全起来了，一定要做好衔接。”
……
随着暑期的开始，类似视频在网络上大量涌现。这些视频里的辅导老师可能分属不同机构，却用着同一套话术，且视频

左下方往往都附有教辅图书或培训班课程的购买链接。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无论线上线下，暑期不少教培机构都在“贩卖焦虑”，培训老师（主播）们“情真意切”地告诉学生家长

“××阶段是最重要的”，暑期得赶紧学习，否则孩子开学了就跟不上，或会被同龄人快速反超。
对此，多位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作为此类广告的受众群体，学生家长们应当理性看待、增强识别能力，更多地关注

孩子的身心健康，促进孩子全面发展，让孩子能够真正拥有健康快乐的暑期生活。同时，监管机构应当积极落实监管职责，
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确保“双减”政策落实到位。

记者发现，机构销售课程时“贩
卖焦虑”已是常态。这种宣传活动是
否合法？

北京中征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孙维认为，机构通过广告来增加曝
光度，以期获得更好的销售结果没有
问题，但在广告中以“贩卖焦虑”的方
式来寻求营销效果十分不妥。

孙维说，广告法第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
含有下列内容：对升学、通过考试、获
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
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
保证性承诺”。虽然“贩卖焦虑”并未
直接体现为一种保证性承诺，但通过

“如果不……就会……”的方式反向
表明了其教培课程或教材、书籍在升
学、通过考试、获得学历学位等方面
的必要性，实质上是一种暗示的保证
性承诺，该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的
规定。

同时，广告法第三条规定，广告
应当真实、合法，以健康的表现形式
表达广告内容，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要求；第四条规定，广告不得含
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
骗、误导消费者。严格意义上来讲，

“贩卖焦虑”属于一种“不健康的表现
形式”，其内容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
误导性，不符合广告法对于广告内容
的要求。

对此，线上平台该履行何种责
任？线下培训班打“贩卖焦虑”的广
告应该如何规范？

孙维说，根据广告法第二条之规
定，线上平台属于广告发布者，其就
所发布的广告应当承担法律规定的
监管审核职责。广告法第三十四条
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广告
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
度。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依据法
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
对广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者证明
文件不全的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
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
不得发布”。

“如果认定某些教育培训类广告
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广
告发布者对此明知却仍继续发布的，
监管机构有权根据情节严重程度，依
据广告法，对发布者处以罚款、暂停
广告发布业务或吊销营业执照等行
政处罚。”孙维说。

孙维认为，广告依法应当具备可
识别性，线下培训机构的广告内容应
当能够使广大家长学生辨明这是广
告，而不是试图以一种“科学”的角度
阐述教培课程和教培书籍的必要性，
通过“贩卖焦虑”这种引导性的内容
导致消费者产生误解。对此，行政机
关应当积极履行监管职责，进一步规
范线下培训机构发布广告的行为。

针对培训机构在暑期“贩卖焦
虑”问题，应该如何治理？

孙维说，一方面，监管机构应当
积极落实监管职责，做好宣传引导工
作，确保“双减”政策落实到位；另一
方面，作为此类广告的受众群体———
学生家长们，应当理性看待、增强识
别能力，更多地关注孩子的身心健
康，促进孩子全面发展，让孩子能够
真正拥有健康快乐的暑期生活。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
说，暑假期间，放松和玩乐是很重要
的，但也应该让孩子得到一定的学习
和培养，比如看书、学习新技能等。
家长们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支持和
鼓励，让他们在假期中感受到家庭的
温暖。同时，他提醒相关视频平台，
不要因为追求商业利益而放任这种

“贩卖焦虑”的乱象，应该让更多的人
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害，并坚决抵制
这种“贩卖焦虑”的行为。

据《法治日报》

积极落实监管职责
抵制贩卖焦虑行为●无论线上线下，暑期不少教培机构都在“贩卖焦虑”，培训老师（主播）们“情真意切”地告诉学生家长“××阶段是

最重要的”，暑期得赶紧学习，否则孩子开学了就跟不上，或会被同龄人快速反超。
●在短视频平台，此类“贩卖焦虑”的视频大火，从幼小衔接、小升初到初升高，几乎每一个年级都有覆盖——— 在短

视频博主口中，每一个学期的暑假都是“逆袭”的关键节点。这些视频里的辅导老师可能分属不同机构，却用着同一套
话术，且视频左下方往往都附有教辅图书或培训班课程的购买链接。

是谁在炒作“暑期最可怕”？
记者调查暑期线上线下“贩卖教育焦虑”现象

培训机构找人当托 刻意制造群体焦虑

“贩卖教育焦虑”不仅仅
在线上，线下同样普遍存在。

来自上海浦东新区的沈
州（化名）曾从事教育培训行
业，他告诉记者，网上“贩卖教
育焦虑”的话术早已存在，都
源自线下培训机构，“先渲染
焦虑再引导家长报班买书，线
下培训机构玩剩下的搬到短
视频平台上，又骗了一批家
长”。

沈州向记者透露，他所在
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附近
就有一些培训机构存在“贩卖
教育焦虑”现象，这些补课机
构涵盖小学到高中各个阶段，
只要有应试需求的科目，都能
在这里上课，渲染焦虑是这些
机构的主要招生方式。

沈州说，教培机构通常会
发动学生家长，让他们在亲友
中宣传机构。有的机构还承
诺每招来一名学生，介绍人可
以获得一笔提成，或是介绍人
的孩子可以以优惠价格入学。
于是，学生家长群体中混进了
许多“机构托”。

“这些‘机构托’会利用闲
聊时间和家长会等场合，向其
他家长传播焦虑。这样一来，
周围家长的焦虑情绪被极大
调动，纷纷咨询该怎么做。这
个时候再说出机构名称，一些
家长便会十分信服，赶紧去交
钱报班。”沈州说。

家长的焦虑心理每到寒
暑假就会被放大数倍，似乎不
趁着这段时间恶补，孩子在开
学后就会被同班“学霸”甩在
身后，甚至被其他同学“弯道
超车”。

记者发现，这类焦虑甚至
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就在一些
家长之间传播，并且线上线下
涌现出许多补课培训班，从才
艺特长到学科辅导应有尽有。
家长急得焦头烂额，孩子忙得
不可开交。

“老二幼升小，昨天拼音
班‘贩卖焦虑’，让娃把语文数
学都补起来，我忍住没报，打
算只给他学篮球游泳，这些低
龄段不学后面就更没时间
了。”上海一位家长说。

上海徐汇区的茉莉（化
名）正在上幼儿园大班，显得
和身边小朋友格格不入。茉
莉爸爸马先生告诉记者，身边
的家长们已经在讨论孩子小
学前的补课班怎么选，要抓紧
上英语班、艺术班等，一股焦
虑情绪在家长中蔓延。

面对家长陷入的“教育焦
虑”，学生更是“有苦难言”。
安徽宿州的小宋向记者吐槽
说，在学校，老师会说“不提前
预习就会跟不上下一学期的
教学安排”，要求家长帮助学
生利用假期的时间提前把下
一学期的课程自学，所以学生
就会有两套教材，一套提前买
来自学，一套学校统一发放正
式上课时用。

“成绩下滑一点，家长就
要给我报补习班，一对一辅
导，晚自习辅导，课间辅导，利
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假期几
乎不存在。”小宋回忆说，尤其
是在中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
她好像直接无缝衔接到高一，
根本没有暑假。家长的焦虑

比孩子还要严重，他们不会自
我消化，还会转移给孩子。

在短视频平台中，一些所
谓“资深老师”的警告视频也
会被家长分享到亲友群、家长
群，制造群体焦虑。

与此同时，线下的补课机
构同样面临货不对板问题。

采访过程中，学生普遍反
映线下课程存在诸多问题：课
程过于基础、全程做题也没有
讲解、老师一味念PPT……不
仅如此，师资力量也难以得到
保障，一些“家教”“名师”甚至
都没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有的
还是在校大学生。

上海市青浦区的小杨在
暑假当过一名“黑家教”，上门
辅导小学生课程作业。问及
从业原因时，小杨说，一些家
长的文化程度难以辅导孩子
作业，但又怕孩子暑假作业不
好完成，就在外面找老师帮忙
辅导，自己高中时成绩还算优
秀，加上大学生收费较低，就
被家长聘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