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4日，杭州市东园小学

副校长吴海燕很郁闷地发了条朋

友圈，事情和这个雨天有关：“今

天，我做了一件不受家长和老师

欢迎的事，从微信、短信发出后，

从没有的寂静，明显感觉到他们

觉得‘麻烦’。”

　　

一个雨天，
让小学校长难过一整天

原来，因为下雨，当天上午，

送孩子到学校上学的家长比往常

忙碌了许多。家长们撑着伞、背

着书包、牵着孩子，走进校园，

在进教室前，不少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弯下腰，给孩子换鞋，把

湿漉漉的套鞋脱掉，换上干净

的球鞋。

吴海燕观察了半小时后，作

了一个决定。

上午 8点，吴海燕走进了学

校的广播室，对全校的孩子说：

从今以后，下雨天将不允许家长

进校园接送学生。

随后，吴海燕拟了一条 300

多字的信息，发给了班主任和家

委会会长，要求他们转发给各班

家长。她又考虑了下，陆续写了

3 条短信，群发给了全校 600 多

名学生的家长——

“今天发现很多家长背着书

包，蹲在地上帮孩子换鞋。刚才

学校广播已经反馈本项不应该

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孩子已经长

大，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做！

“从明天开始，请各位家长

让孩子自己背着书包、撑着伞，

拿着换的鞋子，在学校一楼走廊

上换鞋后上楼。放学后，换好鞋，

排队撑伞出学校。

“温馨提示：雨伞请用有弯

钩的，以便挂在走廊栏杆上，所

有雨具不允许被带入教室；请孩

子每天晚上自己根据课程表整理

书包，经常用的字典、课外书等，

可放在学校柜子里。

“请在家里也有意识地培养

孩子独立做事的能力。请将本条

信息内容传达给家里所有可能会

接送的家长处，谢谢。”

结果显然是让吴海燕诧异

的，3 条短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

仅仅收到两名一年级家长的回

复，也只是短短的两个字：收到。

平时很热闹的家长微信群，

更是没半点动静。

孩子的事情自己做，
这很难吗

吴海燕觉得自己是不是做了

一件不受待见的事，她发了个朋

友圈：“今天做了一件不受家长和

老师欢迎的事，从微信、

短信发出后，从没有

的寂静，明显感觉到

他们觉得‘麻烦’。”

这条朋友圈瞬间

就被近百条评论淹

没，支持和点赞的声

音一边倒。

虽然发给家长的短信得不

到回复，但是吴海燕还是决定，

从今天起展开楼层检查，尤其针

对孩子的用伞和换鞋情况，“这是

为了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疼孩子就要从他的长远发展入手，

包办代替其实是一种溺爱”。

采访中，吴海燕告诉记者，

她之所以坚持这么做，是因为中

国家庭教育培养了很多“巨婴”，

很多孩子都丧失了基本的自理能

力，更可怕的是，他们连感恩都

很难做到。

吴海燕觉得，大多数家长“并

非反感学校管得太多，而是习惯

了，这种习惯也影响了孩子”。

记者采访发现，很多小学校

长和老师对吴海燕的心情表示感

同身受，但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忧

虑：这样的要求对高年级学生来

说，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对

低年级尤其是一年级的学生来

说，家长肯定会比较担心。

对此，吴海燕认为：“温柔

的教育已经很多，是时候来点强

硬的了，只要心里无愧就好。”

(3 月 14 日钱江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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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眼看世界

近日 ,“水滴直播”平台上 , 在“教育”一栏页面下,
依次排列着小窗口 , 均是学校教室内直播画面 , 所处
位置有北京、天津、上海、河南等多个区域 , 涉及学
校包括高中、小学、幼儿园等 , 有注明具体的学校名
称和班级的 , 也有以“我的智能摄像机”的名字代替的。

“这些或午睡、或发呆、或看书的学生们知道自己在被
直播吗？”教室监控被直播引发争议。

律师表示 , 未经授权 , 老师将教室内情况公开在
直播平台、使公众知悉 , 涉嫌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

文 / 郭丹
大数据时代，随着技术

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渗透，科

技服务背后的隐忧也日益凸

显。教室监控直播事件中，

其实包括两个步骤，一个

是视频监控，另一个是在线

直播。教室里的学生活动从

被监控到被直播，网络技

术发挥的作用完全相反，教

室监控本是为了安全，直播

监控却是人为制造不安全，

学生的个人信息随意供人

分享，未成年人隐私泄露、

权益被侵害的潜在风险难以

预估。         

因为未成年人的心理承

受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弱一

些，教室里的视频直播直

逼未成年人安全，尤其引发

关注。实际上，这个事件为

大众提出的是一个不能回避

的共同话题：互联网时代，

分享与隐私如何平衡？在这

个追求信息化的社会，电子

摄像头已经织成了一张无形

的监控网络，布满了社会的

各个角落，让每个人都有可

能成为被聚焦的对象，也让

每个人的肖像权、隐私权变

成零保护状态。技术本身

没有错，这把双刃剑的分界

线在于使用环节。目前的现

实情况是，一方面监控摄像

头进入公共空间的入口不受

约束，另一方面画面信息的

管理不受规制，公民隐私的

泄露就只会越来越频繁。当

隐私保护意识缺席，视频资

料的传播就是技术的滥用，

所谓的公共安全和秩序管

理成了伪命题，一个又一个

个体的隐私权不安全汇聚成

了“公共不安全”。

科技的发展同法制监管

的水平、公民的认识水平之

间，的确存在着一个叫隐私

权的巨大差距，这也是网络

时代最大的社会安全漏洞。

在信息安全问题上，学生的

隐私权与学校的管理权、公

共安全和个人安全目前正处

于一种权责极不对等的状

态。某种意义上，隐私权

是新时期法律最该关注的焦

点。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个人

信息法体系。英国内政部还

出台了限制警察和政府部门

安装和使用监控摄像头的

法规，要求使用者必须有合

法目的和特定目标。在保证

个人隐私的同时，提高管理

的透明度，让公众知道这些

监控摄像头的功用。在“云”

时代，若个人隐私保护不力，

公民将形同“透明”，只有

完备的法律才能为免于直播

的公民隐私权背书，技术和

信息开放才能明确边界、形

成规则。

每一波科技浪潮刚涌来

时，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

况。随着技术应用走向成熟，

公众对相关责任、权利边界

的明晰，以及法律法规的完

善，就会朝好的方向发展。

文 / 斯涵涵
中国的大多数父母习惯了以爱

的名义包办孩子的一切。学校教育

者认为很有必要改变这种错误的

家教盲区，从自己动手撑伞、换鞋

这种小事着手，为的是更好地培

养孩子的自理能力，远离包办代替，

着眼长远发展。吴校长强硬的态度

其实也在表达了一种深沉的爱。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除了家

长们没有什么回应之外，很多小学

校长和老师对吴海燕的心情表示

感同身受，但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忧

虑：这样的要求对高年级学生来

说可以做到，但是对低年级尤其

是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家长肯定

会比较担心。毕竟现在的治安状

况、交通状况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过去小学生可以自己上学，不用担

心安全问题，现在接送孩子成了家

长的必修课。

就拿撑伞、换鞋这种小事来

说，学校为了安全，要学生使用

有弯钩的雨伞，以便挂在走廊栏

杆上，且所有雨具不允许被带入教

室，那么这种长柄雨伞很可能同

一些低年级的孩子差不多高，且

比较重，对于孩子来说使用非常

不方便，加上新闻中也说到，现

在孩子们的书包很沉重，下雨天

还要防备身体打湿生病。这种情

形下，小孩子自己背着重书包、撑

着伞，拿着换的鞋子，想象一下都

比较累，到校自行换鞋恐怕难以

应付。校长的命令让各位家长难以

接受，又不便反驳，故而用无声

表达自己的看法。

换个角度看，假如吴校长在

发布禁令前，先把自己的“巨婴”

忧虑告知家长，让其知晓孩子的

独立意识和自理能力会在家长的百

般呵护中无形中日渐退化，后患无

穷。同时听取家长们的理由和建

议，达成共识，采取先通知、后

行动的循序渐进方式，或分年龄

分层次、先以让孩子自己换鞋开始

的灵活机动方式，逐步培养孩子

们自理能力和家长们的正确教育认

知。反之，像这样直接一刀切式

的命令，会让家长产生高高在上、

不通情理的印象，自然不会取得

比较好的教育效果。

若把教育比作一颗树的话，

家庭教育是树根，学校教育是树

干，社会教育是树冠。教育是一个

整体，不可分割。

我们对孩子既不能事无巨细大

包大揽，也不必一言九鼎唯我独

尊，初衷良好，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当父母的要让孩子成功，让孩子一

生幸福，就要重视孩子良好性格、

自理能力的培养；学校教育者要让

学生健康成长，出类拔萃，就要

以生为本，因材施教。家校良性互

动，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家

校关系，培养孩子良好习惯，开

发孩子的潜能，走出“巨婴”症等

教育盲区，孩子们才能健康、快

乐地成长。

被监控到被直播：
隐私权何在？

下雨天，
学校禁止家长接崽好吗

■凤眼时评

“校长短信没回应”反思家校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