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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教师有偿补课，不能仅靠一纸“承诺”
       近日，江苏常州市金
坛区教育局通报了对小
学生缪可馨坠楼身亡事
件涉事老师袁灯美的调
查处理结果。从调查通
报内容看，袁老师至少
有违反教师职业道德、
有偿补课等行为。据此
也做实了她违规私自办
补习班的问题。
       实际上，在各地中小
学教师中，有相当一部
分人都有跟袁老师一样
的经历，私底下开办补
习班，或者到校外辅导
机构兼职补课赚“外快”。
个人认为，如果在不耽
误正常的教学工作，不
影响孩子学习，以及不
利用老师身份通过“非
常”手段，刻意为辅导
机构招揽生源的情况下，
在假期给学生补补课，
适当收些费用，也是无
可厚非的。
       但是，从政策层面
上，在职教师有偿补课
在很多地方是被明令禁
止的。马上又到暑假了，
为了防止在校教师违规
开办补习班、有偿补课
等现象的发生，各地都
会陆续出台一些针对性
的禁止和监管措施，要
求老师签责任状或承诺
书等。比如江苏省教育
厅就曾下发《关于开展
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
活动的通知》，要求全
省幼儿园、中小学教师
都要签订拒绝有偿补课
公开承诺书。一经发现
有偿补课，一律先停职。

今后教师调动评先、晋
职晋级都要提供没有从
事有偿补课的证明。
       规定是规定，承诺归
承诺，禁止在职在校教
师开办补习班、有偿补
课，是个老生常谈的话
题，年年都在提，年年
都有查，但是年年都还
会有人顶风而上。违规
开班、有偿补课就好比
教育身上的一颗散发着
迷人芬芳的“毒瘤”，
看上去很美，嗅着很香，
但也在慢慢的腐蚀着肌
体。
       那么，与教师们签署
责任状或承诺书有没有
作用呢？目前从各地教
育主管部门发出的禁止
令和查处力度来看，毫
无疑问，对于震慑在职
教师违规开办补习班、
有偿补课等行为，是有
一定积极作用的。
       但是还有一句话叫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
害”。有市场需求，就
会有市场供应，这是一
条铁律。虽然教育并不
是一种单纯的产业，但
目前教育辅导市场早已
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
业。有了家长和学生的
需求，尽管教育部门三
令五申禁止，还是会有
一部分在职教师我行我
素，明里暗里继续参与
到有偿补课的队伍中去，
并且屡禁不止、罚而不
惧。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家长对自己的

孩子都有所期待，尤其
是在现有教育体制下，
都希望孩子学习成绩好，
小学毕业升入一所好中
学，初中毕业考进一所
重点高中，通过高考，
考一个好的大学，对自
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
说实话，家长们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心切，这
本身没有错。高考竞争
激烈，好的学校名额就
那么多，为了增加孩子
的竞争优势，家长也不
得不让孩子比别人多学
一点，因此只要有升学
考试和高考，就会有补
课现象的存在。这就意
味着各地教育部门在严
禁教师有偿补课的同时，
还应考虑如何解决家长
和学生的需求问题，不
能一禁应之，一惩了之。
       事情都是一分为二
的。毋庸置疑，教师补
课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和
弊端，但也不可否认，
教师在保证在校教学质
量、完成规定教学任务
的前提下，并在教育行
政部门的监管中，合理
收取一定的劳务费，利
用节假日或寒暑假给有
需要的学生补课，或多
或少也是有一定积极意
义的。这一点，相信有
关职能部门也肯定清楚。
如果有关职能部门能够
积极调查研究，从关爱
学生出发，广泛征求意
见，应该是能够慢慢避
免或减少教师补课过程
中的乱象和弊端，更好

更多地发掘出教师补课
的积极一面。
       客观事实说明，对于
违规办班和有偿补课等
问题，不能光把板子打
在教师身上，也不能解
决根本问题。教育部门
禁令年年有，整治在职
教师有偿补课行动年年
搞，但实际上收效甚微
就是力证。所以，签不
签责任状、承诺书，在
有些地方有些教师那里
是没有太大压力的，签
完之后就是一张废纸。
       要彻底解决有偿补
课现象，仅靠教育部门
一家也是解决不了的，
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
努力。一方面需要从破
解人才培养观念入手，
进一步推进高考制度改
革，深入推进多元化评
价录取机制，改变目前
唯分录取情况，特别是
要扭转当前知名高校只
重学科竞赛自主招生的
现象；同时也需要在全
面保障教师待遇上，严
格落实法律法规要求，
全面提高教师的各项收
入待遇。另外，对社会
力量参与举办的教育培
训机构，必须明确营利
和非营利性，加强监督
管理，全面整治当前的
乱象。
       我们欣喜地看到，有
些地方在禁止有偿补课
和满足学生辅导需求矛
盾上，也在做一些有益
探索。这些举措，虽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至少在解决这个长期
的难题上做了积极地尝
试，开始了“破冰行动”，
而不是某些主管部门用
一刀切的标准掩饰“不
作为”，相信随着试点
地区经验的借鉴、试行
和推广，这个问题一定
会有向好的发展趋势和
解决方案。
       总的来讲，以目前教
育实践和现行教育体制，
想要彻底根除在职教师
参与有偿补课，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
可以说时机并不成熟。
俗话说：响鼓还要重锤
敲。没有切实有力的举
措，单纯地以承诺书或
责任状的形式，想要彻
底解决在职教师违规参
与有偿补课的行为，难
度肯定还是很大的。
       “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在政治生态日益
规范化、法治化的今天，
社会上的关注点越来越
转移到教育层面，因为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涉
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
益。如何妥善对待教师
补课行为，保证教育公
平，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仅仅靠一纸承诺的禁令
约束，或者靠不痛不痒
的处分惩罚，显然是苍
白无力的，还需要家长、
老师以及政府部门等多
方面的共同努力，甚至
需要从国家层面上的立
法来进行规范。

█首席评论员 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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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信息安全亟须全链条严密保护
       “要的话五毛一张打
包带走，总共两万套，
不议价。”一个卖家用
微信语音向暗访者介绍。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
近段时间，一些从事网
络黑产交易的不法分子，
利用电商平台批量倒卖
非法获取的人脸等身份
信息和“照片活化”网
络工具及教程。专家提
醒，这些人脸信息有可
能被用于虚假注册、电
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
活动。
       随着 AI 智能技术的
发展，人脸识别被广泛
应用于各种场景，给人
们生活带来诸多便利。
不过，高科技往往是一
把双刃剑，刷脸在方便
“李逵”的同时，也给
“李鬼”带来可乘之机。
专业人士指出，只要有
一张人脸高清照片，就
能重建仿真人脸模型，

并可以模拟真人“眨眨
眼、抬抬头、张张嘴”，
从而顺利骗过人脸识别
系统。
       今年初，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一
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
案件，四名被告人用购
买的公民个人身份信息
注册支付宝账号，将公
民头像照片制作成 3D 头
像，通过支付宝人脸识
别认证，获取支付宝邀
请注册新用户的红包奖
励。这还只是“小儿科”
的把戏，如果人脸信息
和其他身份信息相匹配，
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以
盗取网络社交平台账号，
窃取金融账户内财产，
或者用于精准诈骗、敲
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令人担忧。
       保障人脸信息安全，
除了事后打击 , 事前防范
也很重要。在依法严惩

利用人脸信息进行违法
犯罪的同时，更应强化
全链条监管，筑牢信息
安全防火墙，切断人脸
信息非法采集、销售的
渠道。
       首先，提高公众防范
意识。不久前 , 国内“人
脸识别第一案”开庭，
因不愿意使用人脸识别，
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
授郭兵将杭州野生动物
世界诉至法院，引发社
会关注。对于像郭兵这
样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士
来说，对人脸信息安全
比较重视 , 但不少普通市
民往往缺乏这方面的防
范意识。一些人平时很
随意地就将自己的照片
发到网上，还有的老年
人在不法分子发放洗衣
粉、香皂的诱惑下，就
答应对方拿身份证拍照
的要求。对此，有关部
门必须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公众的隐私保护意
识，从源头上避免人脸
信息泄露。
       其次，厘清人脸识别
边界。近年来，从刷脸
付款、刷脸就餐到刷脸
就医、刷脸寄快递，人
脸识别遍地开花，大有
“万物皆可刷脸”之势。
然而 , 与人脸使用安全相
关的标准制定却相对滞
后。究竟哪些主体、在
哪些范围内有权利采集
人脸信息，信息如何做
到规范存储，泄露需要
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一
系列内容亟待说明。《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界定了个人信息的范围，
将身份证件号码、生物
识别信息等一并纳入其
中，并规定“自然人的
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在这一背景下，人脸识
别技术的标准制定也应
加快步伐，厘清合理采

集和使用规则，给刷脸
画出清晰的红线。
       此外，加强网络平台
监管。电商平台是倒卖
人脸信息的主要渠道。
眼下，在一些电商平台
键入关键词，就能找到
专门出售人脸数据和“照
片活化”工具的店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商务法》，电子商
务平台经营者发现平台
内销售或者提供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商
品或者服务，应当依法
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
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各电商平台应认真履行
监督义务，运用大数据
技术进行监控，及时发
现和下架不合规商品，
斩断出卖人脸信息的利
益链条。

█张淳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