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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要 装 修 吗？”“ 您 好 ，有 理 财 需 求

吗？”⋯⋯如今，这样的推销电话、骚扰电话、

诈骗电话屡见不鲜，让人不堪其扰。骚扰电

话已成为社会肌肤上的一块“牛皮癣”。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2005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

查 显 示 ，44.7%的 受 访 者 经 常 接 到 骚 扰 电

话，42.1%的受访者每天至少会接到 1 个骚

扰电话。要想减少骚扰电话，73.2%的受访

者认为保护好个人信息很重要。

42.1%受访者每天至少会
接到1个骚扰电话

“ 每 周 都 会 接 到 各 种 各 样 的 骚 扰 电

话，卖保险的、贷款的、推荐理财产品的、

诈骗的，不胜其烦。”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尹

杰（化 名）是 一 名 80 后 ，读 大 学 时 来 到 北

京，至今已有近 10 年。“现在用的手机号从

上学时就没有换过 ，在各种地方都留过 ，

自然也被泄露了很多次”。

调查中，44.7%的受访者称日常生活中

经常接到骚扰电话，52.7%的受访者偶尔接

到，2.6%的受访者从未接到。6.7%的受访者

接 到 骚 扰 电 话 的 频 率 是 每 天 3 个 以 上 ，

35.4%的受访者每天 1～2 个，38.0%的受访

者每周 1 个，此外，还有 12.0%的受访者每

月 1 个、3.2%的受访者每季度 1 个，4.2%的

受访者不清楚。

北京某高校大二学生陈璐，也有被电

话骚扰的经历。“现在用的手机号是初中时

办的，和同学们相比，我接到的骚扰电话

比较多。感觉使用时间越长越容易泄漏电话

号码”。

陈璐接到的骚扰电话大部分是买卖房

屋和贷款的，“可能他们以为我是工作多年

的上班族。这时，我都会说，还在上学，不需

要。我发现学生的身份对于抵挡骚扰电话

非常有用，他们只要听到你还在读书，就会

挂掉电话”。

中国电信集团某分公司建设部门主管

李玉说，越发达的地方，骚扰电话越多，尤

其是北上广等大城市，每个人每周都会接

到数量不定的骚扰电话。有些人会在手机

上安装防骚扰软件，但效果参差不齐。

接到骚扰电话后，大家一般会怎么办？

调查中，61.9%的受访者直接挂断，不和对

方交谈；48.4%的受访者敷衍交流几句后挂

断 ；33.2%的 受 访 者 会 将 电 话 号 码 拉 黑 ；

23.3%的受访者怒斥对方，让其不要再骚扰

自己；11.9%的受访者将电话号码举报。

对于各种各样的骚扰电话，尹杰的做法

是，一律不理。“不管是什么样的骚扰电话，你

直接说不需要，然后挂掉电话，就是最好的

方式。曾经我也会和他们多说几句，但这样

会让他们误以为你需要这种服务，就会不厌

其烦地和你说很多，挂了电话之后还不定期

地打回来，能把自己搞得头大”。

陈璐对于骚扰电话的态度比较随意，

“除了上课时间没办法接电话，其他时候打

进来的电话我都会接，虽然这样难免会接

到骚扰电话，但是一两句就可以打发了，也

不会耽误太多时间”。

减少骚扰电话，73.2%受
访者认为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很重要

李玉指出，骚扰电话屡禁不止，很大一

部分原因是个人信息的泄露。“现在大家下

载各种手机软件、登录各种网络平台时，很

容易留下自己的手机号。如果遇到不良商

家，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另外，作为骚扰电话主要组成部分的

诈骗电话，其背后的团伙很猖獗，有的地方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他们以骗钱

为目的，电话内容非常逼真，而且诈骗方式

不 断 翻 新 ，没 有 一 定 的 警 惕 性 很 容 易 被

骗。”李玉特意提醒到。

大家会采取什么措施应对骚扰电话？

调查中，54.6%的受访者选择不接听陌生电

话；46.9%的受访者会凭借个人经验，选择

性接听电话；46.5%的受访者会安装防骚扰

手机软件。

对于应对骚扰电话，尹杰已经积累了

丰 富 的 实 战 经 验 。“ 之 前 我 用 的 是 安 卓 手

机，安装了一个防骚扰手机软件，骚扰电话

打进来的时候会显示号码有问题。换了苹

果手机后，有的号码没办法被拦截，但有的

号段一看就有问题，比如 140、130 开头，一

般这种电话我都不会接”。

减少骚扰电话，你认为政府应该采取

哪些措施？73.2%的受访者认为保护个人信

息，防止泄露很重要；62.0%的受访者认为

应加强管控监督，强化部门联动；60.0%的

受访者建议完善违规追究机制，责任追究

落实到人；34.8%的受访者建议定期发布违

规信息，加大问题曝光力度。

李玉觉得，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首先要

完善法规制度，虽然现有的广告法、电子商

务法和消费者保护法涉及到了骚扰电话的

问题，但是相关内容还不够细化完善，需要

进一步推进；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骚扰电话

的技术不断更新，他们可以把任何号码伪

装成正常号码，以增加可信度，所以多个部

门联手非常重要。另外，通信管理局也会通

过管制，加强对运营商的管理，“我们运营

商也非常重视，在做好实名制的前提下，会

加强防诈骗防骚扰的宣传。如果一些诈骗

电话多次犯案，通信管理局会进行通报，让

号码涉及到的运营商进行整改”。

尹杰认为从个人的角度看，防止个人

信息泄露是关键。“另外，政府也要完善法

规 制 度 ，一 旦 有 公 司 落 网 ，追 责 要 落 实 到

人，这样会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陈璐认为，每个人都要有信息安全意

识。“日常收快递，我都会把快递单上姓名

电话划掉，这样可以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

同时，建议政府在网上设置一个平台，定期

曝光违规信息。此外，一些网络公司推出的

防骚扰 App 也很有用，建议加大这方面的

研究推广力度”。

受 访 者 中 ，男 性 占 44.5% ，女 性 占

55.5%。00 后占 0.8%，90 后占 24.3%，80 后占

52.2%，70 后占 17.2%，60 后占 4.4%，50 后占

0.9%。

减少骚扰电话 73.2%受访者认为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很重要
42.1%受访者每天至少会接到 1 个骚扰电话

实习生 崔艳宇

网 红 奶 茶 、 网 红 蛋 糕 、 网 红 洗 面

奶⋯⋯如今，越来越多的“网红产品”走

进了人们的视野。从朋友圈到购物车，这

些网红产品在社交平台赚足了消费者眼

球，形成购买热潮。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对 2009 名受访者展开的一

项调查显示，72.8%的受访者买过网红产

品，24.8%的受访者没买过，2.3%的受访

者说不好。

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从事运营工作

的徐真有一份长长的“待购清单”，其中

一大半是网红产品。“最多的是护肤品，”

徐真说，“我关注了许多美妆博主，每个

人都会推荐很多”。

哪些领域的网红产品多？54.7%的受

访者认为是护肤洁面。其他领域依次是：

饮品甜点（38.8%）、鞋衣穿搭（34.3%）、数

码设备（29.0%）、箱包手表（27.2%）、特色

小吃（25.4%）和“神器”工具（15.7%）。

徐真曾购买过日本某药妆品牌的网

红面膜，用过后并未出现网上所说的“神

奇效果”。“和普通面膜没太大差别，性价

比还不如普通面膜高”。

北京理工大学大三学生周芳姚（化

名）是某网红奶茶的忠实顾客，最长的一

次，曾在奶茶店排队四十多分钟。周芳姚

认为，网红产品带来的愉悦感更多在于主

观体验，“自己用得开心就是最大目的”。

调查中，59.1%的受访者坦言网红产

品“名不副实”，22.2%的受访者认为网

红产品名副其实。

对于网红产品具有的特色，59.3%的

受访者认为是有网红达人推荐，43.6%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是 店 面 门 口 形 成“ 排 队 效

应 ”，其 他 还 有 ：朋 友 圈 口 碑 传 播

（39.6%）、包装设计时尚（35.2%）、多种元

素组合创新（24.8%）、个性鲜明（13.3%）

和产品“小而美”（11.4%）等。

在长沙某高校读研一的周敏很少购

买网红产品。“网红产品在广告营销上的

投 入 很 大 ，对 产 品 质 量 的 关 注 可 能 不

足”。他觉得身边买网红产品的朋友，不

少人是盲目跟风。

调查显示，47.3%的受访者购买网红

产 品 是 因 为 好 奇 ，想 尝 试 新 鲜 事 物 ；

40.8% 的 受 访 者 是 受 身 边 朋 友 影 响 ；

34.0%的受访者是因为认同产品的风格

和 价 值 观 ；25.3%的 受 访 者 是 因 喜 欢 产

品，和网红与否无关。

徐真坦言，购买网红产品更多是为

满足好奇心，“大家都在买，自己也很想

体验一下。另一方面，很多网红产品价格

比较亲民，即使体验不好也不会有太大

损失”。

你怎样看待越来越多的网红产品？

42.9%的受访者认为长期来看，不利于真

正优质产品的积淀；42.2%的受访者认为

有 些 网 红 产 品 只 是 包 装 炒 作 的 产 物 ；

14.0%的受访者坦言“颜值至上”的理念让

包装精美的产品更易走红。此外，37.8%的

受访者认为网红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社

交功能，34.2%的受访者觉得网红产品走

红 背 后 是 人 们 对“ 美 ”和“ 酷 ”的 追 求 ，

26.1%的受访者认为消费升级让人们更愿

意尝试新鲜事物，17.3%的受访者觉得人

们更加看重产品背后的“个性”和价值观。

受 访 者 中 ，00 后 占 1.2% ，90 后 占

24.7%，80 后 占 51.7%，70 后 占 16.4%，60
后占 4.8%，50 后占 1.0%。

59.1%受访者觉得
网红产品名不副实

受访者认为网红产品主
要出现在护肤洁面领域

实习生 崔艳宇

随着网络直播的火爆，以直播形式开

展的在线直播课程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从少儿英语到音乐、写作等，越来越多类

型的直播课层出不穷，既给人们提供了更

多选择，也降低了学习成本。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2015 人展开的一项调查显

示 ，81.0%的 受 访 者 体 验 过 在 线 直 播 课

程，57.2%的受访者看好英语培训类型的

直播课，55.5%的受访者建议采取分阶段

付费的购课模式。

受 访 者 中 ， 00 后 占 5.1% ， 90 后 占

29.3%，80 后占 44.7%，70 后占 14.9%，60
后占 4.5%，50 后占 1.0%。30.7%的受访者

是学生，69.3%的受访者不是。

57.2%受访者看好英语培
训类直播课

在北京某高校读大三的梁俊超，上个

月购买了某培训机构的托福在线培训课。

“除了已有的录播课程，还有定期开设的

直播课”。

本次调查中，81.0%的受访者体验过

在线直播课，其中 24.2%的受访者体验过

3 次以上，56.8%的受访者体验过 1～2 次。

来自河南郑州的研一学生杜博宏是一

名 在 线 直 播 课 的 忠 实 用 户 ， 已 经 学 习 过

10 多门直播课程。“听得最多的是关于个

人成长类型的课程，比如学习时间管理、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等”。

今年 8 月刚刚步入职场的陈栗敏曾在

某平台购买过一节求职技巧直播课。“老

师会分享很多简历制作、面试回答方面的

经验，比起自己总结，听老师讲授效率要

高很多”。

调查显示，英语培训 （57.2%） 是受

访者最看好的网络直播课类型。其他类型

依 次 是 ： 健 身 养 生 （25.6%）、 面 试 培 训

（25.2%）、音乐培训 （23.7%）、写作培训

（19.0%）、编程培训 （16.6%）、考研培训

（15.8%）、金融经济 （15.6%）、国考培训

（13.1%）、新媒体培训 （12.2%）、时间管

理 （10.0%） 和政治法律 （6.0%） 等。

相比录播课，师生及时互
动被认为是直播课的最大变化

说起直播课与录播课的差别，梁俊超

认为主要在于“代入感”。“听录播课，总

觉得自己是个旁听生，没法和老师互动。

但 听 直 播 课 ， 能 参 与 到 课 堂 中 。” 另 外 ，

梁俊超觉得“紧迫感”也是造成这种差异

的原因之一。“直播课一旦错过便很难弥

补，所以听课时会更加专心”。

相比录播课，你觉得在线直播课有哪

些变化？调查中，50.6%的受访者认为是

学生可以与老师即时互动；47.5%的受访

者 觉 得 老 师 讲 课 更 自 然 ， 没 有 “ 摆 拍

感 ”；47.1%的 受 访 者 觉 得 老 师 可 以 根 据

学 生 反 馈 调 整 课 程 进 度 ；41.6%的 受 访

者 认 为 直 播 课 更 能 吸 引 学 生 的 注 意 力 。

此 外 ， 也 有 25.8%的 受 访 者 表 示 一 旦 错

过 直 播 没 办 法 再 回 看 ，23.3%的 受 访 者

表 示 遇 到 网 络 不 稳 定 的 情 况 会 影 响 上 课

体验。

在北京某教育培训机构从事课程研发

工作的武丹妮 （化名） 表示，在设计在线

直播课程时，会更加注重师生互动环节。

“每节直播课上都会有很多互动形式，比

如相关话题讨论、课堂在线作业、提问和

答疑等等。”武丹妮认为，在线直播课重

视互动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直播课

程的本质是直播，而直播最重要的就是互

动。其次，直播课像一种服务，老师在课

上需要关注学生的用户体验，提高学生的

兴趣和对知识的接纳程度”。

杜 博 宏 表 示 ， 自 己 最 喜 欢 直 播 课 的

答疑互动环节。“在直播课上老师可以详

细 解 答 你 提 出 的 问 题 ， 这 样 的 机 会 特 别

难得”。

调查显示，52.0%的受访者感觉匿名

互动让学生更愿意参与进来，48.3%的受

访者觉得老师与学生间的互动方式比较受

限，37.5%的受访者认为老师需要不断设

计互动来增强趣味感，35.1%的受访者觉

得学生之间的互动减弱了。

杜博宏坦言，目前网络直播课程的质

量参差不齐。因此，他格外在意“授课者

的教学水平以及是否是相关领域的专家”。

调查显示，与传统课堂相比，46.2%
的 受 访 者 觉 得 在 线 直 播 课 堂 的 体 验 更 好

了，33.0%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如果选

择直播课程，59.1%的受访者看重授课教

师资历，54.8%的受访者看重课程内容设

置。其他受访者看重的因素还有：课程售

价 （43.9%）、课程时间 （39.7%）、过往学

员的口碑 （29.2%） 和授课频次 （23.5%）

等。

55.5%受访者建议采取分
阶段付费的购课模式

武丹妮坦言，开发在线直播课的过程

中，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完课率低。“分多

次进行的课程，往往第一次参与的人数最

多，往后就会越来越少。”她认为，课程

免费或售价过低是导致学员不够重视的主

要原因。

有 多 少 人 能 按 时 完 成 直 播 课 程 的 学

习？调查显示，24.7%的受访者表示总能

完成，46.7%的受访者偶尔能完成。也有

10.7%的受访者表示基本不能，9.5%的受

访者表示不好说。

“不少课程在付款前，不能确定质量

如 何 ， 而 一 旦 付 款 ， 又 往 往 不 能 退 课 。”

梁俊超感觉，这也是造成目前网络直播课

程完课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希望直播

课能有一套较为统一的质量评价体系，帮

助用户做出判断。

对于在线直播课程，55.5%的受访者

建议采取分阶段付费的购课模式；52.6%
的 受 访 者 建 议 完 善 退 课 、 维 权 制 度 ；

52.5%的 受 访 者 希 望 设 置 课 程 评 分 体 系 ，

使学生能更直观地判断课程质量；45.5%
的 受 访 者 希 望 加 强 线 上 课 后 跟 踪 辅 导 ；

29.0%的受访者建议建立学生社群，使学

生加强同伴交流。

81.0%受访者体验过在线直播课程
英语培训类的网络直播课最被受访者看好

漫画：张建辉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毛 鑫

教师 直 接 在 家 长 群 布 置 学 生 每 日 作

业 ， 家 长 要 给 孩 子 批 改 作 业 、 辅 导 功

课⋯⋯如今，“家长作业”的现象似乎有

愈演愈烈之势。不少家长越来越多地参与

到孩子的家庭作业中，甚至成为主力，这

让许多家长苦不堪言。前不久，浙江省金

华市金东区实验小学发出一份公约 《让家

长告别检查作业——实验小学教师公约之

作业篇》，叫停家长检查作业、家长为孩

子家庭作业签字等情况，引起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2001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81.8%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有家长

被“家庭作业实为家长作业”问题困扰，

70.1%的受访者认为家长过多承担了教师

的教育教学责任。“家庭作业”变“家长

作业”，63.3%受访者认为是教师淡化教育

责任意识，向家长转移责任。80.1%的受

访者认为让教育回归本位是教育教学中的

当务之急。

79.3%受访者赞成叫停家
长为孩子作业签字

“我儿子班上有家长微信群，老师会

在群里布置作业，并要求家长检查。一直

以来都这样，我都已经习惯了。”重庆市

民 李 娟 （化 名） 的 孩 子 今 年 上 小 学 五 年

级，“很多孩子还小的朋友经常抱怨，老

师会布置一些超出孩子能力范围的作业，

没有家长的帮助根本完不成，更多的时候

只 能 家 长 自 己 做 ， 孩 子 几 乎 不 能 参 与 其

中”。

家在山东的全职妈妈陈希的孩子刚上

一年级，“老师现在布置的作业都是写作

文、写观察动植物的日志等，孩子怎么可

能做到？基本上都是我和他爸做，有时还

需要我妹妹帮忙”。

民调显示，81.8%的受访者表示身边

有家长被“家庭作业实为家长作业”问题

困扰，其中 25.6%受访者表示这样的家长

非常多。受访的幼儿、小学生家长表示身

边家长有这一情况的比例更高 （86.5%）。

“我不太知道这样的作业对孩子有什

么意义，受苦受累的是家长。但家长又不

便给老师一直提建议。”陈希坦言，她曾

在家长群里提过这个问题，但因其他家长

没 有 反 应 ， 老 师 最 后 也 没 有 采 纳 她 的 建

议。

对于叫停为家长为孩子作业签字的做

法，79.3%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其中，受

访 的 幼 儿 、 小 学 生 家 长 赞 同 的 比 例 高 达

84.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

析，如今学校和家长都对学生的学业有越

来越高的要求，而教育现状是分数决定孩

子未来能上什么学校，这也加剧了学校的

压力，当学校承受的压力太大时，自然就

把压力转到了家长身上。“很多家长成了

学校应试教育的帮手，一些家长一心为了

孩子成绩自愿地参与进来，而有的家长是

被动的”。

70.1%受访者认为家长过
多承担了教师的责任

对于“家庭作业变家长作业”现象，

63.3%的受访者认为是教师淡化教育责任

意 识 ， 向 家 长 转 移 责 任 。 其 他 的 看 法 还

有：学生不上心学习任务和进度，学习能

动 意 识 被 降 低 （54.9%）； 是 对 “ 家 校 共

建 ” 的 曲 解 （49.3%） 以 及 是 正 常 现 象 ，

家长是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人 （19.5%）。

“老师会觉得不能顾及所有学生，而

家长也有教育孩子的责任，于是就让家长

监 督 孩 子 做 作 业 、 甚 至 代 替 教 师 检 查 作

业。但如果一些教学任务过于倚重家长，

可 能 就 是 老 师 偷 懒 或 想 把 责 任 推 给 家

长。”李娟说。

李娟感觉，家长大多希望老师能多照

顾自己的孩子，而且陪孩子学习也是家长

的一份责任，因此“也就对老师的要求言

听计从了。现在想想，有点老师‘指挥’

家长的感觉”。

陈希认为，家长过多参与到家庭作业

中，主要是因为缺少和老师之间的沟通，

“不能理解老师布置一些作业的目的。作

业一多，家长更忙不过来。孩子的学习肯

定不能都指望老师，家长多参与些也是应

该的。老师和家长之间应多一些理解，一

起寻找最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

近几年一直在提倡加强家庭和学校之

间的沟通联系，形成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合

力。可不知不觉中，家长肩上的孩子课业

任 务 越 来 越 重 。 对 此 ，70.1%受 访 者 感

慨，没有把握好家校共建的“度”，家长

过多承担了教师的教育教学责任。受访的

幼 儿 、 小 学 生 家 长 持 有 此 看 法 的 比 例 达

76.0%。

72.1%受访者希望教师认
清教学主要责任，不依赖家长

储朝晖认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

功能、目标和定位都是不一样的，二者之

间应该有正常的分工：家庭教育主要是培

养孩子的生活能力以及待人接物、为人处

世的能力；学校教育主要是帮助孩子提高

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学习能力，帮助他

们提高学习成绩。可现在二者已经混在了

一起。“家庭教育本来的一部分功能职责

没有了，转而帮着学校去考虑孩子应试的

问题”。

都 说 “ 家 长 是 孩 子 教 育 的 第 一 责 任

人 ”， 那 么 家 长 的 “ 责 任 ” 是 指 什 么 呢？

在受访者看来，家长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塑

造孩子健康人格 （67.5%），培养孩子良好

品 格 （64.3%）， 培 养 孩 子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61.3%），培养孩子兴趣爱好 （50.7%） 等

方面，其他依次还有：辅导孩子课业功课

（27.2% ） ， 给 孩 子 传 授 知 识 文 化

（19.1%）， 代 记 作 业 、 代 做 等 学 习 “ 帮

手”（4.6%）。基于此，80.1%的受访者认

为当务之急需让教育回归本位。

李娟认为，落实好“家校共建”，除了少

布置孩子水平能力范围外的作业，学校还

应想一些更好的家校联系方法。“还希望老

师和家长之间能多一点相互尊重。我们有

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孩子好”。

“家校共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学

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边界清晰。而且，家

长和教师在地位上、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甚至在某些方面，家长比老师懂得更多。

但现在更多的情况则是家长无条件地服从

老师。”储朝晖表示，应该在家校平等的

基础上，老师与家长一起，结合孩子的具

体情况进行沟通和分工。

改 变 “ 家 庭 作 业 实 为 家 长 作 业 ” 现

象，72.1%的受访者希望教师认清教学的

主 要 责 任 ， 不 依 赖 家 长 ；59.9%的 受 访

者 建 议 家 长 以 德 育 为 主 ， 配 合 教 师 的 智

育 ；59.4%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校 方 要 明 确 教

师 的 工 作 职 责 并 进 行 监 督 ；34.1%的 受

访 者 建 议 宣 传 “ 家 校 共 建 ” 的 正 确 互 补

模式。

受访者中，71.5%的受访者是幼儿或

小 学 生 家 长 。 居 住 在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34.75，二线城市的占 42.7%，三、四线城

市 的 占 18.0%， 小 城 镇 、 县 城 的 占 3.4%，

农村的占 1.2%。

79.3%受访者赞成叫停家长为孩子作业签字的做法
70.1%受访者认为家长承担了过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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