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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一所高中出台不可思议的规定

竟然鼓励班主任补课 学校要“抽头”
沈阳市第一私立高级中学出台奇葩规定———班主任在假期组织班内学生补课，需要把参与补课的学生名单、上课时间、地点报备给学校。 班主任组织的补课班必须使用学校的课任教师，

劳动报酬不允许直接付给教师，需要统一上缴给学校财务，由学校财务统一分发。
教育部门严禁有偿补课，而沈阳市第一私立高中不但不禁止，还鼓励教师校外办班补课，从中揩油，美其名为“报备制度”。 面对聊天记录，学校副校长承认这种做法不合适，真实目的是吓

唬老师防止他们私下补课，“实际上学校并未收到老师上交的补课费，学校也未抽头。 ”

家长称被迫报名
一个假期就是几千元

8月下旬，王乐（化名）的母
亲向记者诉苦， 孩子再开学就
上高二了，可孩子不爱学习，别
说主动看书， 就是在课堂上也
听不进去。 家人合计实在读不
下去就混个高中毕业证就算
了，毕竟成绩上不来，将来参加
高考也没有竞争力。 可就在放
暑假前， 班主任提醒家长参加
假期补课班。

在学校不爱学习， 到补课
班也不是一个样儿？ 如果不参
加，担心老师不乐意；如果参加
了， 学费好几千块钱，“啥也听
不进去， 这补课钱岂不是白
花？ ”王乐补完之后对父母有种
愧疚感，“可能有的同学听了有
用，对我来说，白费。 ”

记者联系到王乐的班主
任， 班主任在证据面前不得不
承认假期给本班学生补课的事
实，“补课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
向前赶一下进度， 以防开学时
消化起来吃力。 ”这位班主任老
师称， 学校的老师在外面拉班
补课，“也不是我一个人， 补课
收入还得向学校上交。 ”

学校要求老师报备
补课人数和收费标准

这位班主任认为自己很委
屈，辛苦十多天，牺牲了假期时
间， 为学生们补课却两边不得
好，“孩子们不理解， 学校还敲
竹杠，也没剩下几个钱。 ”该班
主任介绍，7月18日是学期最后
一天，在家长会上，她向家长们

旁敲侧击地摆明立场， 称班主
任联合各课任老师在外面办补
习班，希望家长们支持，但家长
们的热情并不特别高， 但担心
孩子成绩落下， 迫不得已报名
参加。

当天上午， 沈阳市第一私
立高级中学张副校长在班主任
群中提出， 在假期补课开始前
一天， 要求高一高二各班主任
必须向其报备各班的补课信息
方可进行，内容包括补课时间、
补课地点、 参加人员名单及收
费标准等。 19日，学生放假，补
课开班。

假期开始后， 学校按照各
班主任给学校的报备情况，到
各补课点核实报备情况， 主要
是查看各班的参与人数， 防止
班主任老师藏心眼儿。

张副校长在群中说，对高
一各补课班进行了检查，发现
补课班的实际人数与报备的
人数明显不符。 他提醒大家，
如果班主任在上报的补习人
数上藏心眼儿，最后结算时将
按学校巡查时记录的实际人
数为准。

市、 区教育局在假期前明
令要求禁止补课， 各班主任在
选择补课地点时只能选择有手
续的补课机构， 这样不易被行
政部门查到， 比较起来费用也
较高，“这些费用都由班主任老
师承担， 而补课的风险也由老
师担，一旦被纠风人员查到，学
校不担责，罚的是我们！ ”

躲着教育行政部门的检
查，还得应对学校的核查，班主
任称，“这钱挣的就是辛苦钱，

我们是鸬鹚， 学校就是我们脖
上系的绳。 ”

学校要求老师
上交所有补课收入

到7月末，各补课班陆续结
课， 张副校长向各班主任提出
要求， 在8月1日提交假期补课
的实际情况，“由副校长再报给
学校备查”，提交内容有各班参
加补班学生各科人数， 每科收
费标准、 补课天数、 收费总金
额、各项支出明细、大概剩余金
额等。

8月24日，学生返校，张副
校长要求各班主任把假期补课
所有课时产生费用交到学校财
会室并将分配明细交至教务处。

分配明细指各课任老师应
得收入。 补课班虽然是班主任
老师组织成立的， 但各课任老
师的费用不由班主任支配，需
要先交到学校， 由学校再发给
老师，“再抽头”。

张副校长留言称， 上交费
用暂时是所有课时的费用，包
括班主任自己教的课时也一并
上交。

班主任称， 参加学生多的
补课班老师上交的就多。 据了
解，学校主校区共有15个班，这
些钱款全部上交是一笔不菲的
收入，“但这笔钱他们收得非常
滑稽。 ”

涉事副校长回应
就是“吓唬班主任”

9月4日下午， 记者来到位
于大东区凯翔三街的沈阳市第
一私立高级中学， 在二楼办公

室， 张副校长称学校未发现在
校教师组织学生补课的行为，

“你说的我们学校从教师的补
课费里的抽头，更不存在了。 ”

记者拿出打印出来的“主
校区班主任群”聊天记录，张校
长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我们就
是想了解一些老师补课的收费
多少， 别收太多了家长承受不
起”。

“教育局不让补课，您为何
不去制止补课而去调查补课标
准？ ”记者问。

张副校长承认他的确在这
个群内， 但对自己的聊天记录
则无言以对，“我们摸了一下
底， 但最后我们没有收老师的
钱。 ”

学校的付董事长致电记
者， 称学校不会存在鼓励老师

补课的事， 以前曾开除过两名
私下补课的教师，“我们的原则
是发现一个就开除一个”，董事
长称， 张副校长的行为比较鲁
莽， 他只负责德育工作，“是想
用这个方法引一下， 看看有哪
个老师补课，然后便于处理。 ”

昨晚5时，张副校长给记者
回电称， 在班主任群里说这些
话的确不合适，“往年都有补课
的，今年是想吓唬班主任，实际
上我们学校一分钱也没收上
来。 ”

记者将在对沈阳市第一私
立高级中学违规行为进行曝光
的同时， 把相关证据材料反映
给民心网， 也希望第一私立高
中对未收到老师抽头一事拿出
足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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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注意到，当你注册网
络应用服务时， 都会要求你同
意其服务协议或隐私政策（有
时显示两个， 有时只有其中一
个），很多人看都不看就点“同
意”了，却没想到短短一行字，
里面暗藏猫腻。

今年 5 月， 曾有媒体发布
1000 家常用网站和 APP 隐私
政策透明度报告显示， 没有一
家的隐私政策能够达到透明度
高的标准，且存在诸如“霸王条
款”、措辞晦涩难懂等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目
前不少网络应用的服务协议或
隐私政策猫腻多。 比如，有共享
单车平台的服务协议中显示，
“乙方（用户）在使用租车及接
受相关服务过程中发生任何意
外或伤害事故， 由乙方自行承
担， 甲方本着人道精神尽可能
提供服务， 但不承担任何民事
或法律责任。 ”

上述例子， 企业把事故责
任完全撇开了， 和国家有关部
门规定不符。 8 月份，交通运输
部等 10 部门发布的《关于鼓励
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
的指导意见》明确，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运营企业要创新保险机
制， 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
险。

其实这只是隐私政策猫腻
的冰山一角， 中国电子商务研
究中心主任曹磊认为， 互联网
信息泄露隐性风险重重： 拥有
个人信息资料的商业机构被外
部窃取或内部泄露； 技术漏洞
造成用户大量隐私内容曝光；
用户个人由于信息保管不当，
被不法分子获得等。

为保证用户的个人信息
安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
安部、国家标准委等四部门启
动了隐私条款专项工作，首批
对京东、淘宝等十款网络产品

和服务的隐私条款进行评审，
并于 8 月 24 日结束隐私条款
评审。 随后，支付宝、京东等
纷纷更新了服务协议或隐私
政策。

记者注意到， 这些更新的
隐私政策基本都加了如下一些
条款。 比如如何收集个人信息；
如何存储个人信息；如何共享、
转让、公开披露个人信息等。

值得一提的是，更新后的
隐私政策、 服务协议除了对
用户的信息采集、 使用更透
明外， 对账户新上线的一些
功能也可圈可点。 比如京东
增加了用户账户锁定、 解锁
和注销功能， 并提供给用户
30 日后悔期。

支付宝也增加了注销账号
的功能，其服务协议中显示，用
户连续 12 个月未使用支付宝
登录名或支付宝认可的其他方
式登录过，将被强制注销。

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
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易接受采
访时表示， 账户注销和账户注
册严格意义上是完整的、 不可
分割的， 此次网络账号可注销
是对网民权益的一种保护。 中
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朱巍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表
示， 账号可注销对用户来说肯
定是好事， 这也是网民权益的
进一步体现。

为什么要增加网络账号可
注销功能？ 用户对此有需求吗？
支付宝方面称， 上线该功能是
为了防止资源占用。 微博用户
张小甲（化名）表示，“账号注销
功能简直是刚需。 ”他早就想注
销微博账号了， 但是苦于没有
相关功能， 又怕被盗用乱发东
西， 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才
好。

李易认为， 有相当多的用
户对网络账号注销有需求，“你

看看网络上有这么多停用的
‘僵尸用户’就知道了”。 记者在
微博上搜索发现， 很多用户都
有在个人微博中声明“此账号
从今天起停用注销”，以此方式
来“注销”账户。

李易还表示， 未来网络账
号可注销将彻底成为“标配”，
因为账号不能注销不但满足不
了用户需求， 还会产生一些负
面影响， 比如滋生很多虚假的
网络账户。

不过朱巍认为， 虽然网络
账号可注销在中国开了先河，
但短期内难成为未来的趋势。
“首先企业用户数减少会影响
其商业价值， 互联网企业未必
愿意实施。 另外，企业本身也有
留存用户信息的需求， 因为完
全抹去后， 可能存在一定的风
险，比如有‘取证’需求时就会
产生很多麻烦。 ”

/央视

网络平台账户可注销了
不少网民认为这种功能是刚需

“网络账户可注销了”！近日，有互联网巨头更新服务协议或隐私政策，其中悄然加了这一条款。有不少微博用户认为，网络账号注销功能“简直是刚需”。还有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只是
开始，未来网络账号可注销或成为“标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