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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创造”“玩转科学”
“ 让 孩 子 从 小 就 对 化 学 感 兴
趣”……一连串对于家长而言
极其“吸睛”的广告词，对应的
正是当前新兴的“科学玩具”。

然而，五颜六色的“瓶瓶罐
罐”背后，儿童接触后受伤、中毒
等各类安全风险隐患频现。业内
人士及相关专家表示，应完善标
准建设、加强源头管理，让孩子
们的科学启蒙教育安全放心。

“科学玩具”走红市场

暑期已至，既想给孩子的假
日生活增添一份欢乐，又希望培
养孩子的科学兴趣。瞄准了家长
的期待，一些“科学玩具”悄然走
红。

在网购平台搜索“科学玩
具”关键词，大量顶着科学教育
名义的玩具产品就会出现。它们
大多模仿学校、科研机构的各类
教具或器材，用各色玻璃制品装
着化学原料进行售卖，常见的包
括明矾、小苏打、醋酸钠，甚至还
有硼砂等，有的还配有一些实验
器具，价格通常从几十元到数百
元不等。

“科学构建创造力”“玩转牛
顿力学”，商家产品广告词将此
类玩具与科学教育绑定。随手点

进一款商品，其显示月销量大多
接近四位数，消费者评价也不在
少数。

记者向一位商家询问产品
的安全性，商家保证，所有的原
料均经过了国家标准检测，保证
无毒无害。但当记者追问是否可
以出示检测报告时，商家却没有
跟进回复。

另外一家网店罗列了各类
实验用金属单质，其中包括燃烧
反应较为剧烈的钠、锂等。某化
工原料公司总经理夏阳告诉记
者，钠等活泼金属极易自燃，保
存使用不当很容易产生失火风
险。

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在
部分线下玩具店甚至书店，都专
门开辟了“科学玩具”的贩售区

域，销售人员介绍说：“暑假到
了，这些产品卖得很好。”

事实上，此类玩具不少都是
“三无”产品，部分化学原料的安
全性也难以保障，儿童接触或误
服后极有可能导致中毒等情况。
在黑猫投诉平台，就有消费者投
诉称，孩子因误食不明成分的实
验材料而极度不适。此前各地也
曾出现数起儿童因误服玩具中
有硼砂等成分的化学原料而致
急性中毒的案例。

安全关怎能“屡
屡破防”

记者采访发现，“科学玩具”
的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部分产品原料渠道不
明，可能含有有害成分。夏阳告
诉记者，一般而言，用于高校、
科研机构的产品原料，其成分
相对更有保障。用于儿童玩具
的，一方面其整体用量较少，市
场体量不大，很多正规商家没
有类似业务；另一方面，很多原
料是经由多个环节倒手，最终
流入玩具厂，中间就可能存在

“猫腻”。
——专门品类尚缺乏统一

的安全标准。上海锦天城（天津）
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玉华表示，我
国现行的玩具安全标准对于儿
童玩具的化学、物理安全性能均
有一定要求，如GB 6675《玩具
安全》国家标准中明确提及，通
常 6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用品，其
可触及的材料和部件中，可迁移
元素如铅、汞的最大迁移量不能
超过90mg/kg、60mg/kg等。

——玩具安全保障不足，
增加了使用过程中的风险。业
内人士表示，一般的化学实验
场所，应具备场地通风良好、远
离食品贮存处、实验桌面稳固
耐热等条件，但家庭场景往往
难以满足。同时，部分化学反应
较为剧烈，可能伴随液体飞溅、
燃烧放热等现象，在没有防护
设备的前提下，也容易对人体

造成伤害。

“科学玩具”更应
科学对待

近几年来，针对科学类玩具
存在的安全问题，相关监管力度
不断加大。不久前，市场监管总
局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 2023年儿童和学生用品安
全守护行动，重点关注玩具化学
物理危害等。河北、江西等省份
也陆续推出针对性监管举措，聚
焦与儿童身体健康紧密相关的
物理机械安全、化学安全等安全
性指标，整治清理了一批违法违
规生产销售产品。

张玉华建议，有关部门可针
对科学类玩具加强专项管理力
度，加大抽查检测频次，建立“黑
名单”制度。可探索相关品类商
品的细化标准，为未来执法及行
业生产提供法律依据。天津财经
大学教授高楠认为，网络购物平
台有义务督促平台商家，加强对
于此类化学品商品的特殊标记，
就产品的规格、剂量等进行详细
说明。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因
产品不合格导致儿童受伤等情
况，电商平台也应承担相应连带
责任。

据新华每日电讯

随着暑期来临，视频里的辅
导老师可能分属不同机构，却用
着同一套话术，且视频左下方往
往都附有教辅图书或培训班课
程的购买链接。“越看越让人焦
虑，感觉这个暑假孩子不抓紧学
习就再也跟不上了。”一位北京
的家长王先生说。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无论线
上线下，暑期不少教培机构都在

“贩卖焦虑”，培训老师（主播）们
“情真意切”地告诉学生家长
“××阶段是最重要的”，暑期得
赶紧学习，否则孩子开学了就跟
不上，或会被同龄人快速反超。

“最”视频应接不暇
实则推销书籍课程

某视频号今年 6 月发布的
一条短视频中，他一本正经地说
道：“五年级成绩一般，你到了六
年级以后啊，也还是会一般，到
了初一就会更一般。”想要逆风
翻盘，应该怎么办？这位“老师”
把学习比作赛跑，称“小升初”的
成绩是最终反映孩子“小学学得
好不好的标准”。

很多孩子都是六年级下学
期开始准备小升初考试，这名

“老师”则建议，应该从五年级
开始，提早进入复习。随后他话
锋一转，开始推销起某教材辅
导书……

在短视频平台，此类“贩卖
焦虑”的视频大火，从幼小衔接、
小升初到初升高，几乎每一个年
级都有覆盖——在短视频博主
口中，每一个学期的暑假都是

“逆袭”的关键节点。
不仅如此，在一些视频的宣

传语上，还写着“××年级是最可
怕的”“暑假别再玩了，××年级

就是分水岭”“不利用好这个暑
假基本就和高中无缘”等。夸张
的语气，配上令人紧张的音乐，
让一些看了视频的家长直呼：倍
感焦虑。

记者看到，这类账号大多开
通了购物橱窗，视频左下方链接
点击进去，是各种学习教材、辅
导课程的销售。教材价格不等，
有的卖三五十元，有的 100 多
元。某小升初暑假预习资料显示
已售 38万件。辅导课程购买则
更为复杂，定价看似低廉，但其
实仅为咨询报名费，后续还需要
支付一定费用才能开启正式课
程。

“贩卖焦虑”视频中的博主
夸夸其谈，他们购物链接中的课
程、教材效果如何呢？

不少家长称，在网上看到各
种博主推荐的教材，自己也不知
道哪一种好，索性给孩子全买来
了，但发现很多教材虽然写着全
国通用，但实际内容和当地的教
学内容、进度完全不符，孩子学

起来很不适应。

培训机构找人当托
刻意制造群体焦虑

“贩卖教育焦虑”不仅仅在
线上，线下同样普遍存在。

来自上海浦东新区的沈州
（化名）曾从事教育培训行业，他
告诉记者，网上“贩卖教育焦虑”
的话术早已存在，都源自线下培
训机构，“先渲染焦虑再引导家
长报班买书，线下培训机构玩剩
下的搬到短视频平台上，又骗了
一批家长”。

沈州向记者透露，他所在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附近就有
一些培训机构存在“贩卖教育焦
虑”现象，这些补课机构涵盖小
学到高中各个阶段，只要有应试
需求的科目，都能在这里上课，
渲染焦虑是这些机构的主要招
生方式。

沈州说，教培机构通常会发
动学生家长，让他们在亲友中宣

传机构。有的机构还承诺每招来
一名学生，介绍人可以获得一笔
提成，或是介绍人的孩子可以以
优惠价格入学。于是，学生家长
群体中混进了许多“机构托”。

记者发现，这类焦虑甚至
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就在一些
家长之间传播，并且线上线下
涌现出许多补课培训班，从才
艺特长到学科辅导应有尽有。
家长急得焦头烂额，孩子忙得
不可开交。

面对家长陷入的“教育焦
虑”，学生更是“有苦难言”。安徽
宿州的小宋向记者吐槽说，在学
校，老师会说“不提前预习就会
跟不上下一学期的教学安排”，
要求家长帮助学生利用假期的
时间提前把下一学期的课程自
学，所以学生就会有两套教材，
一套提前买来自学，一套学校统
一发放正式上课时用。

在短视频平台中，一些所谓
“资深老师”的警告视频也会被
家长分享到亲友群、家长群，制
造群体焦虑。

与此同时，线下的补课机构
同样面临货不对板问题。

采访过程中，学生普遍反映
线下课程存在诸多问题：课程过
于基础、全程做题也没有讲解、老
师一味念PPT……不仅如此，师
资力量也难以得到保障，一些“家
教”“名师”甚至都没取得教师资
格证书，有的还是在校大学生。

积极落实监管职责
抵制贩卖焦虑行为

记者发现，机构销售课程时
“贩卖焦虑”已是常态。这种宣传
活动是否合法？

北京中征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孙维认为，机构通过广告
来增加曝光度，以期获得更好的
销售结果没有问题，但在广告中
以“贩卖焦虑”的方式来寻求营
销效果十分不妥。

孙维说，广告法第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教育、培训
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对升学、
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
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
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
诺”。虽然“贩卖焦虑”并未直接体
现为一种保证性承诺，但通过“如
果不……就会……”的方式反向
表明了其教培课程或教材、书籍
在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历学位
等方面的必要性，实质上是一种
暗示的保证性承诺，该行为违反
了广告法的规定。

对此，线上平台该履行何种
责任？线下培训班打“贩卖焦虑”
的广告应该如何规范？

“如果认定某些教育培训类
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四条
之规定，广告发布者对此明知却
仍继续发布的，监管机构有权根
据情节严重程度，依据广告法，
对发布者处以罚款、暂停广告发
布业务或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
处罚。”孙维说。

针对培训机构在暑期“贩卖
焦虑”问题，应该如何治理？

孙维说，一方面，监管机构
应当积极落实监管职责，做好
宣传引导工作，确保“双减”政
策落实到位；另一方面，作为此
类广告的受众群体——学生家
长们，应当理性看待、增强识别
能力，更多地关注孩子的身心
健康，促进孩子全面发展，让孩
子能够真正拥有健康快乐的暑
期生活。

据《法治日报》

调查“贩卖教育焦虑”现象——

是谁在炒作“暑期最可怕”？

不少是“三无”产品，部分化学原料安全性难以保障，儿童接触或误服后可能导致中毒

“科学玩具”走红，安全关怎能“屡屡破防”

这款商品其中包含酸碱性原料这款商品其中包含酸碱性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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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楼
中心医院东，科委宿舍5楼，顶，

紧邻八中。电话：13315777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