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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毁三观！视频App不该成为广告监管盲区
邵 岭

数月前， 360 ?条一条恶俗广告

遭到了全网的吐槽 ， 甚至有律师表

示， 该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 不仅进

行虚假优惠利息和额度的宣传， 而且

涉及对特定职业的歧视， 以低俗、 扭

曲的婚恋观念作为广告内容。

令人担忧的是 ， 该广告并非个

例， 而只是冰山一角。 随着各种视频

App 的迅速崛起 ， 大量时长在 15 秒

左右的广告以病毒式的传播迅速扩

散。 为了迅速吸引眼球， 这些短视频

广告和 360 ?条类似， 采用迷你剧的

方式 ， 剧情极尽简单粗暴 、 扭曲恶

俗， 甚至打政策擦边球， 其中尤以各

种在线教育平台的广告为重灾区。

比如， 广告法里明确规定教育培

训广告不得以受益者也就是机构学员

的名义做广告， 不得虚构培训服务效

果。 但很多短视频广告里都有孩子对

着镜头说类似自从上了某某在线教育

的课程， “我又考了一个好成绩” 或

者 “三位数以内乘法我能秒出答案 ”

的画面。

又比如， 教育部门几年前已经禁

止线上线下教育机构进行超纲教学和

提前教学，但很多不断刷屏的广告里，

仍然充满 “你的孩子都八岁了还在列

竖式”“小学一年级了还没有掌握拼音

的规则和方法”“我不允许六岁的孩子

算数还在扳手指”这样的广告语。

不少广告通过制造对立情绪来博

取眼球。 在这些广告里， 学生因为老

师没有采用某某在线教育平台的教学

方法而鼓动同学反对老师； 孩子因为

父母没有给自己报名某某在线教育课

程就大发脾气， 或者因为受到父母指

责而暗暗发誓： “等着瞧， 我要报名

某某在线辅导课程， 考上大学， 离你

远远的！”

还有一些广告， 则是通过利用甚

至强化对某一类人群的负面刻板印象

来制造戏剧效果 。 比如父母是这样

的———孩子没考好：“为什么别人家的

孩子可以做到你就不可以？ ”孩子作业

做得又快又好：“你是不是抄答案了？ ”

再婚的家庭是这样的———妻子给孩子

报了某某在线教育平台的课程之后扔

掉了丈夫买的教辅材料，丈夫误解了：

“果然不是你亲生的！ ”婆媳关系是这

样的———婆婆还在用老方法辅导孩子

功课，儿媳很生气：“妈，你这是在帮他

还是在害他？ ”

在很多网友看来， 这些短视频广

告剧情之毁三观， 连一些狗血的家庭

剧都要“甘拜下风”。近年来，我国对于

广告的监管越来越严格， 很多低俗广

告、 问题广告已经很难出现在传统的

大众媒体上，却并没有消失，而是转战

到了视频平台，频频“触雷”，挑战着大

众的道德底线。

尤其是当下， 因为教育引发的心

理焦虑成为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且很

多手机使用者还是三观尚未完全成型

的青少年时，这种情况更应该引起足够

的警惕和重视。 遏止广告的粗鄙化倾

向，不让视频App成为监管盲区，特别是

强化发布平台的审核责任，而不是事后

一罚了之，已成为当务之急。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 王星 是一气之下退群，还是寻觅家校互动良方
微信家长群是家校互动的便捷工具，不应变成“压力群”，家校共育需要明确边界形成合力

原本是为了家校沟通而建立的家
长群， 现在却成为大家的 “压力群”，

近来火速登上热搜的家长 “退群” 视
频， 让很多家长 “感同身受”。 不少
家长吐槽： “每天下班还没到家， 家
长群就开始叮咚响了” “自从有了家
长群， 无形的压力让我又重新读了一
遍小学” ……

所谓退群， 暴露出的其实是老师
和家长之间该如何正确互动， 家校共
育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尤其是今年以
来， 疫情影响下的老师和家长之间互
动、 互助更频繁， 由此出现的各种现
象也频频被热议。

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相关家长 、

老师以及家庭教育专家。 专家指出 ，

沪上绝大多数学校早有明确规定 ，

不能把学业上的事尤其是批改作业
这样的任务交给家长代办 。 良好的
家校共育 ， 需要家长和老师都明确
边界， 形成合力。 微信家长群是家校
互动的便捷工具 ， 不应变成 “压力
群”， 学校甚至可以设置一定的 “家
长群规定”。

家长是陪伴者、支持
者，但不该是替代者

在微博上， “压垮成年人只需一
个家长群” 的话题建立之后， 短时间
内阅读量破亿， 迅速登上热搜榜。 不
少网友感慨， 这届家长真的太难了 。

白天任劳任怨工作 ， 晚上还得辅导
孩子做作业 、 在家长群汇报打卡 。

工作不能出错 ， 家长群里的任务更
不能马虎。

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陈珊， 是一
位高二孩子的母亲 。 她坦言 ， 自己
也曾有无法完成老师布置任务的经
历 ： “孩子上小学时 ， 老师布置孩
子代表班级做一份小报 ， 因为他美
术水平不高 ， 无法独立完成 ， 而我
也不擅长， 后来还是找我侄女帮忙才
完成任务。”

当家长群成了 “压力群 ”， 家长
出手相助， 才能帮孩子完成所谓的家
庭作业和各类打卡， 可这真的是老师
们希望看到的吗？

“家长群是家校沟通的工具， 不
管是老师还是家长， 都不应该把它变
成 ‘压力群’。” 一位小学校长告诉记
者 ， 比如 ， 小学和幼儿园阶段 ， 小
报、 手工是常见的作业， 本意是为了
提高孩子的综合能力， 但往往会变成
家长之间的才艺比拼。

究其原因， 主要是有些家长觉得
孩子做不好， 陪孩子做又费时， 还不
如一手 “包办” 了。 但这并非老师布
置作业的初衷， 这位校长说： “通过
家长群布置这样的任务， 是想敦促家
长和孩子一起动手， 体会亲子互动的
乐趣。”

至于学科作业， 其实早有明确规
定， 不能把学业上的事尤其是批改作

业这样的任务交给家长代办。

一名预初班主任就告诉记者 ，

开学没多久 ， 就已经有家长要求她
把作业每天公布在班级群里 ， 甚至
有家长要求她每天公布正确答案 ，

理由是 “可以提前知道孩子的学习
情况”。

在陈珊看来 ， 老师布置作业的
目的是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 并
了解学生掌握的情况 ， 以便及时反
馈在教学中 。 孩子完成作业既是任
务， 也是责任， 因为 “这也是他们自
己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过程 ， 更是不
断自我成长的过程。 家长在这一过程
中是陪伴者 、 支持者 ， 但不该是替
代者 ”。

明确边界，才能更好
形成合力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
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指出，杜绝将学
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或要求家长检
查、批改作业，不得布置惩罚性作业。

教师要认真批改作业，强化面批讲解，

及时做好反馈。

在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家庭教
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姚爱芳看来， 如果
家长认为老师布置的任务太重， 家长
群影响了工作与生活， 与其一言不合

就退群， 还不如通过合适的渠道和老
师沟通，可以和老师私下交流，或者通
过家委会向老师反映。

她也建议学校可以根据各自情
况，设置一些家长群公告，明确家长群
里的规则，从而减少家校矛盾。

“有研究证明，经常发有压力的信
息给别人， 会让收信息的人幸福感缺
失。对家长来说，与作业相关的信息就
是比较有压力的信息， 尤其是孩子越
小的家长，压力相对越大。 ”因此姚爱
芳建议， 教师如果在家长群发送作业
相关信息，应尽可能地降低频率。

她认为， 所谓的家校共育， 其前
提是必须清晰界定学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的职责 。 学校教育主要是传授知

识， 教会学生学习方法， 而家庭教育
应侧重于对学生人格品质、 生活习惯
的培养， 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

只有学校、 家庭各司其职， 才能给孩
子成长营造健康的环境。 否则， 家庭
教育的过分越位， 既会增加学生的学
业负担， 也会让亲子关系异化为分数
关系， 加剧家庭焦虑。

“记得之前有小朋友投诉爸妈的
案例， 说自己之前做对的作业， 家长
看完了非要改， 还改错了。 我认为在
作业这个问题上， 家长可以监督孩子
是否完成， 但不要越位去批改， 否则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累。” 姚爱芳表示，

只有老师和家长互相体谅 、 共同努
力， 才能成就孩子的美好未来。

物业费调价难，如何实现“质价双提升”

围绕破解物业费调价难题， 记者

调查发现， 在上海， 从政府、 社区到

社会组织， 各方凝结成合力， 结合各

自实际在实践中创新模式举措， 寻求

破解之道。

在虹口区部分小区， 由政府资金

埋单的 “试吃模式” 让物业积极提升

服务品质， 也让许多居民在体验后觉

得 “涨得值”。 金山区部分动迁安置房

小区， 政府专项补贴定向发放给支付

物业费的居民， 为后续美丽家园建设

积蓄能量。 在中心城区黄浦区， 居委

会、 物业、 业委会引领居民全程依法、

依规参与物业服务调价的协商协调 ，

让调价机制更合理规范。

政府贴补“试吃期”，

破解 “先调价还是先提
质”难题

“先提价还是先提质”， 这是摆在

调整收费面前的第一道坎儿。 如果先

提质， 意味着物业企业要先贴钱让利；

如果先提价， 就得先说服业主， 免除

他们的顾虑： 后续服务水准能否跟上。

在虹口区东海小区， 这个困扰许

久的 “两难” 寻到了解决良方。 启动

正式调价前， 区房管局主动跨前一步，

用财政资金为物业服务 “试吃期” 埋

单， 补贴物业费差价， 帮物业、 社区

居民 “搭平台”， 力促物业服务 “质价

双提升 ”。 经过两个月的 “试吃期 ”，

物业服务品质大大提升， 居民满意度

增长明显， 自今年 9 月 1 日起， 该小

区住宅物业管理费正式上调， 从每月

每平方米 0.18 元上调至每月每平方米

0.69 元。

区房管局还制定了实施办法： 两

个月 “试吃期” 满， 若业主满意率达

70%及以上， 则提价成功 ； 若满意率

低于 70%， 则退回原合同的收费标准

及服务内容。 该机制自实施以来， 虹

口区有 16 个小区成功调价， 实现物业

服务管理 “质价双提升”。

“质价相符 ”协商定
价，居民参与调价全过程

接着的一道关，究竟“怎么调”？

据调查，2015 年，市政府定价事项

清单中取消了物业收费标准指导价。而

根据 2018 年新修订的 《上海市住宅物

业管理规定》， 物业收费完全实现市场

化运作，由第三方机构先评估，再由业

主表决决定。

在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由居民全

过程参与的物业费价格调整机制为科

学合理定价带来了新思路。 在这里，从

新建商品房、售后公房到保障性住房等

等，不同类型住房都有各自相对应的物

业服务标准规范。每个物业服务项目则

按照服务质量，由低到高分为若干个等

级，实施分类治理。

同时，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引领各

类组织和广大居民有序参与物业服务

价格调整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

督，进一步提升居民满意度。 各方努力

下，街道内的海州丽园小区物业费由每

月每平方米 1.7 元调整至 2.2 元。 物业

费涨价了， 但物业服务水平也显著提

高，各方都说“涨得值”，物业费收缴率

也同步上升，超过了 95%。

培育“按质论价”新理
念，推动实现“质价相符”

在专家看来，建立科学、规范的物

业服务价格调整机制，政府在其中发挥

的引导作用十分关键。

现实中，也有市民呼吁，希望重新

设立物业服务“政府指导价”，为各方提

供权威可信的参照依据。 对此，市房管

局表示，目前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网站

已发布了 1500 个小区物业服务价格监

测信息，为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定

价提供参考。

今年 5 月 1 日，新修订的《住宅物

业管理服务规范》发布，该规范引入了

分类评级制度，对居住物业服务设置了

5 个服务规范等级，明确物业服务企业

要主动接受由业主、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或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客户满意度调

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提升服务质量。

下一步，市房管局还将修订物业服

务合同示范文本，引导合同双方根据小

区实际情况，约定明确合同期内物业服

务价格调整方式，保障物业服务正常运

行。 同时，进一步加强物业服务企业监

管，规范经营行为，培育提升业主“按质

论价”的新理念，促进形成“质价相符”

的物业服务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单颖文

物业服务越来越差还想涨价？
不管是新小区、老小区，

关于物业费调整总归是个敏
感话题。 不同利益方都有苦
恼：社区居民们说，物业服务
感受度越来越差， 却还想涨
价；物业也很无奈，管理成本
逐年增加， 居民的要求和抱
怨却多了，影响到了收缴率，

更无法调动起积极性。 双方
似乎都陷入了难以破解的

“死循环”。 更有甚者，物业干
脆“抛盘走人”。

物业费涨不涨价 ， 看似
是经济问题， 实则关系到社
区治理方方面面。 我们可以
将其视为社区治理的 “托底
资金 ”。 适时合理 、 公开协
商地科学调整物业服务收
费 ， 强调 “质价双提升 ” ，

让 居 民 有 更 好 的 感 受 度 ，

让 物 业 有 更 多 的 积 极 性 ，

也为社区治理凝聚人心奠
定基础 。

建议政府加强顶层设
计， 让物业服务收费标准能
合理反映成本变化； 同时进
一步完善诚信体系， 对于不
缴纳物业费的居民也有相应
处罚手段。

———市民 沈银欢

读者来信

家长群，怎样才是
正确打开方式？
最近 ， 江苏一位家长在视频中怒

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 ”原来他
认为老师总是让家长帮忙批改作业，自
己承担了太多教师应负的责任。 其实，

他的怒吼我完全理解。 我是一个二年级
孩子的妈妈 ，每天还没下班回家 ，家长
群里就有各种老师的作业要求、打卡说
明，有时候还有知识竞赛。 另一方面，老
师也有吐槽。 我的姐姐也是老师，她就
和我说过，“没有家长群， 沟通不方便，

有了家长群，简直天天开家长会。 其实，

有时，我们都很想退群！ ”

我的困惑是，家长群里每天都忙个
不停，真的要退群吗？

———读者 赵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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