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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涧西区的木先生一刷抖音就来气。他
说，儿子的班主任有个抖音账号，平时拍的内容基
本上是学生早读、跑操、学校活动等，因为想多了解
孩子的在校生活，他就天天上去看，“没想到，这段
时间粉丝过万后，老师竟开了商品橱窗卖货——这
不是拿学生博流量，变现赚钱吗？老师为了增粉特
别努力，经常在评论区引导网友关注、点赞。真怀
疑，他剩多少心思花在学生身上”。

记者走访发现，像木先生一样，曾为老师拍孩
子视频博流量、带货而烦恼的家长不少。

涧西区的安女士说，她女儿上三年级时，老师
在家长群发通知，让大家关注其抖音号，美其名曰
关注孩子在校生活，其实“老师的抖音橱窗里在卖
货，这不是明摆着让家长去买东西吗？”

“我最担心的是，老师的这种行为影响孩子的
价值观。”洛龙区闫先生说，他女儿在外地上学，老
师也有抖音账号，靠拍学生积攒了几十万粉丝，想
带货又怕别人说就开了个小号——用大号给小号
引流，在小号上卖货。为了吸粉，这个老师不光抓
拍，还经常拉着学生摆拍，很多家长私下吐槽这个
老师“来学校不是教书，是搜集视频素材的”。有一
段时间，女儿听说老师发一条广告能赚好几千，整
天嚷着不读书了也要当网红，“好在这个老师后来
辞职了，带着她那几十万的粉丝真去做了网红”。

此外，还有家长担心老师拍学生视频泄露孩子
隐私，引起网络暴力，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尤女
士说，她家孩子的老师有一段时间也喜欢拍学生视
频发抖音。有一次发的“读课文”视频播放量特别
高，因为里面有个女孩读了好几遍都读错了，好多
人在评论区嘲笑女孩“智商低”“笨”，还对她的衣着
评头论足，有的语言非常恶毒，“如果是女孩或其家
长看到了，该多难过呀！”

不过，也有家长认为，对于老师拍学生视频、带
货，不能一棒子打死。西工区李先生说，他儿子今
年中考，目标高中就是根据一位老师的抖音选的。
那位老师是一所高中的班主任，经常在抖音上发自
己班的学生视频。虽然视频都是随手拍的，看起来
很粗糙，但让孩子了解了学校最真实的一面，“老师
拍视频只要把握好度，也挺好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老师拍视频也是在给孩子
们展示机会。”老城区刘女士说，她女儿以前很胆
小，老师就经常在视频号上发她女儿的朗诵视频，
好多人点赞，她女儿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所以，她
觉得“只要老师心思还在教学上，拍视频多一份收
入，也无可厚非”。

□洛教融媒首席记者 刘敏

“儿子的老师天天拍学生视频并发到网上，现
在粉丝多了开始带货了……”最近，涧西区木先生
在本报家长群（Q 群号：521345851）的吐槽引发家
长热议。教师个人账号可以发布学生视频吗？会
不会泄露孩子隐私？能否直播、带货？相关专家和
过来人答疑。

老师通过拍学生增粉带货，这件事其
实反映出两个问题：

一是能不能拍学生？记者了解到，目
前，教育部、河南省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
定，但我们可以参考外地情况，比如上个月
湖南省教育厅印发《湖南省规范中小学办
学行为20条规定》，明确“教师不得利用课
堂和学生在网上‘吸粉’‘吸睛’”。

二是教师能不能从事自媒体等兼职？
河科大附中副校长陈晓庆说，教育部2018
年颁布的《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明确要求教师“不得违反教学纪
律，敷衍教学，或擅自从事影响教育教学本
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因此，老师在做
自媒体时，应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在这些
规则之内。

社会学者安锋对此也有关注。他说，
视频、直播等是新的传播手段，网上有不少
老师拍摄科普、家庭教育等方面的视频，颇
受欢迎。他觉得对于老师做自媒体，不应
该完全否定，而要为他们画好底线，厘清边
界，让他们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也能传
播好的教育理念。

至于教师拍摄学生视频，会不会涉及
隐私？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谢亮说，
根据法律规定，教师拍摄未成年学生的视
频发到网络平台，应事先征求家长的同
意。否则，即使得到学生本人同意，仍可能
涉嫌侵犯其肖像权、隐私权。未成年人保
护法也明确规定，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
人信息的，应征得
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其他监护
人的同意。

关于老师拍视频做自媒体，记者
对500多名家长、学生进行调查，35%
的人表示老师曾在个人账号上发过学
生视频、学校生活等。对于这种行为，

40%家长表示支持，觉得“没啥不妥”，75%家长认
为，老师不能通过拍学生“吸粉”变现。

此外，我们还随机采访了20余名有个人账号
的中小学老师。经常在账号上发学生视频、照片
的老师们表示，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生活”，
不是为了做网红盈利。

黎明小学教师胡晓的视频号上，有不少学生
的照片、视频，但她的行为不仅没有引起家长的反
感，还有不少家长主动和她分享孩子的照片。她
说，作为一名老教师，她的目的非常单纯，仅仅是
想把她和学生们相处的美好瞬间永远保存下来。

“以前，我把自己教过的学生视频都存在手机上，
手机内存满了也舍不得删，后来发现将这些上传
到视频号上既不占手机空间也方便随时翻开，就
把孩子的个人信息隐去后，直接上传了”。

“对我来说，拍视频只是兴趣爱好，从没想着
靠这个赚钱。”洛阳理工附中物理老师武留杰说，
他的自媒体账号里，既有自己打球、吃饭、旅游的
视频，也有学生做实验、跑操的视频。不过，他常
拍的是学生做物理实验的视频，因为物理学科实
验非常重要，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重视实
验。“很多学生通过我的视频爱上了物理这个科
目，也经常有外班学生说他是我的粉丝，看过我的
实验视频”。

采访中，不少老师认可家长们的担心，觉得
“奔着钱去拍视频，要保证视频更新的频率，势必
耽误工作”，但是，如果能保持初心以及对教育的
热爱，拍摄视频可能还会对工作起到促进作用。
瀍河区某小学老师说，刚工作时，她拍了一些自己
和学生的日常，没想到很受欢迎，有了好几万粉
丝。网友的点赞和肯定，让她这个菜鸟老师
褪去了最初的青涩，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
后来，也有广告商找上门，她也挣扎过，但最
终确定自己还是喜欢当老师，拒绝了。

涧西区某高中教师也有体会，她说，自己大
学时进过合唱团，去年放假时心血来潮，开了个
直播唱歌。因为抖音没几个粉丝，她本想自娱自
乐一会儿。没想到，直播间几分钟涌进来几百
人，还有人打赏，“吓得我赶紧关了直播，因为我
的主业是教学，不想在网上引太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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