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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奖开开彩彩福福

福彩3D 第2021030期
6 9 4

15选5 第2021030期
01 02 04 07 13

以福彩正式开奖公告为准

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8.62亿

今晚双色球第2021013期开
奖，2元可中1000万元。本期号码
预测分析：上期和值87点，大幅下
滑，本期可关注和值小幅上升，区
间在100-125之间。上期无落号
开出，落号奖号连续3期开出后出
现隔断，本期可关注6尾数1-2枚
落号开出。上期无连号开出，连号
奖号连续2期未开出，后期有走热
趋势，本期可关注大数区域二连
号。上期蓝球开出01，本期关注0
路小号开出。

本期综合推荐（10+2）：04、
07、10、11、14、16、20、26、27、33+
03、06。 （仅供参考）

历经层层选拔经验丰富、一流
教师团队助孩子更上一层楼……
除了预先制作的AI课或录播课形
式外，不少主推家教辅导、真人一
对一课程的在线教育机构，倾向于
在师资包装上下功夫，这里同样是

“水分”的重灾区。
张芸（化名）曾在某家教辅导

平台做过两年专职代课教师，她告
诉记者，除了教师外，机构中更多
的是助教。所谓助教，主要做的是
销售工作，对教育了解甚少，离职
比例相当高。她任职期间接触的
助教多达十几二十个，有些助教素
质不足，咄咄逼人，甚至会和家长
说“不买课的话孩子的未来就完蛋
了，你们家长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之类的话。

助教对于代课教师的“服务”，
多体现在指导美化简历资料方
面。张芸坦言，自己看过很多代课
教师“美化”前的简历，有的是离职
很久的老师自己出来干；有的是国
外大学毕业，什么专业都有的留学
生；有的是专升本才得以进入稍好
的学校，并不是统招本科；还有一
些不太好的大学研究生，甚至是外
企工作人员来兼职。

助教指导的“美化”大方向，
可以概括为突出优点、隐藏缺
点。“比如毕业的学校不好就突出
自己有经验，曾带过多少学生，课
时数达到多少；经验不足就说自
己在学校的时候成绩很好，高考
分数如何；如果各方面信息都不
好，也没有教育相关经历，就把自

己说成机构教师，甚至是名师。
也可以再编些东西出来，写一些
称号、荣誉，比如被评为优秀教师
什么的。”

张芸介绍，助教和网站会将这
些内容作为重要信息呈现出来，以
供家长挑选老师。但一般不会去
同步呈现毕业证、教师资格证、荣
誉证书之类的图片，家长很难判断
出资料真伪。

以自己所教的英语科目为例，
张芸认为，没有专八成绩，没有好
学校的统招本科毕业证、没有教师
资格证的话，代课教师水平真的很
难保证。“跟直接请位在校大学生
家教也许没有太大分别，家长找老
师还是要多多考察。”

（北晚）

这个老太太 身份真奇怪
既能教英语 又会教算术

“万金油名师”背后
“我做了一辈子小学数学老师，孩子成绩差，90%妈妈都犯错。”“我做

了40年英语老师，你越吼，孩子成绩越差”……
近日，四家知名在线教育企业的广告一度冲上热搜。一位老阿姨用

“谆谆教诲”的语气“诚挚提点”着观看者。奇怪的是，这位“老师”在不同
机构平台一会儿教数学，一会儿教英语，一会儿又成了网校的“专家”。这
些令人生疑的宣传广告，引发公众对在线教育乱象的关注。

焦虑全靠演 咆哮都是戏

这几个同一人“化身”多学科名
师的广告，如今已被各自机构撤下，
但诸多将视频截图拼在一起的对比
图，仍在网上广为流传。记者发现，
除了“老师”身份，在短视频平台一
个叫“妈妈再灭我一次”的搞笑账号
中，该老年女性也频繁出镜。此时
她不再戴眼镜，表情动作都极为夸
张，更加证明这位“名师”，其实只是
一位戏路颇广的演员。

事实上，这样的“撞脸”事件并
非偶然。有网友挖出，两家不同在
线课程的宣传广告中，也出现了同
一位男子的形象。他时而是有着6
年教学经验的中学老师，向家长喊
话“学习方法是拉开成绩的关键！”
时而又成了满面愁云的初中生父
亲，因为下班晚，没时间辅导孩子
功课，大叹“孩子急，做家长的更

急！”感同身受的表情、“说到心坎
里”的话语，准确搅动着家长们的
教育焦虑。殊不知，这些都是依照
台词和剧本上演的戏码。

在资深用户小华看来，除了撞
脸广告外，网课广告也愈发同质
化、夸张化。“如果将品牌挡住，根
本分不清是谁家的。”

一年半前，小华开始为女儿挑
选网课。最初看到的广告多以品
牌标志或卡通形象出镜，侧重展示
课程主要内容，宣传其丰富性与优
惠程度，后来则愈发雷人。“比如自
称老师的人，喊着‘这么好的课没
人买！’像疯了一样，把桌上一堆资
料推到地上。要么就是老板拍桌
子、老婆骂老公……选个网课至于
这么大动干戈吗！”

记者看到，除了这种“咆哮型”，

短视频平台上还多见一类“奉献型”
剧情——企业家形象的中年男子，
看清洁工的小女儿掰手指算算术，
做痛心疾首状，“都5岁了怎么还掰
手指头啊？”马上转头吩咐“某某课
程优惠名额再追加5000份！”或者
秘书对老板“送这送那”的促销方案
表示担心，称这样就亏了。老板义
正辞严，“我们做教育的目的不是赚
钱”，秘书脸上露出崇拜神情……

行业乱象
高成本推广 烧钱频爆雷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的广告
“撞脸”其实不难理解，教育机构通
常不会亲自去制作这些广告，应该
是外包给了信息流广告供应商。
而为不同机构拍摄广告的过程中，
几家供应商“不慎”请了同一位演
员，教育机构又没有发现，投放后
导致了乌龙事件。

信息流广告一般出现在社交
媒体中，结合大数据背景投放给定
向人群。刷短视频看到的广告、朋
友圈里出现的广告、微博中出现的
广告等等，都可归于此类。

“这充分说明在线教育真是太
火了，一火之后鱼龙混杂。”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坦言，最

近这些在线教育的广告，总令他想
起多年前电视上的虚假老中医。
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位雍容富态的
银发老太，曾以9个身份活跃在多
个地方卫视，被网友戏称为“虚假
医药广告表演艺术家”。

刘兴亮认为，相关广告拍摄成
本低，内容却不断“推陈出新”，极
尽夸张之能事，也是为了迎合人们
的眼球。“过去说到在线教育，大家
都觉得是一线城市白领才接触
的。出现目前这些情况，说明它已
经到了三四线城市，甚至小镇、农
村等下沉市场。”

不仅广告内容，在刘兴亮看
来，在线教育机构的营销手段也不

断趋于同质化。同样的限时报名、
同样的大礼包。价格从49.9元一
路低到9.9元，甚至是“对不起，我
们免费了！”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经
营的做法，和共享单车、社区团购
的混战都是一个套路。“想要尽快
烧钱，跑马圈地，获得更多用户再
去融资。撑下去变王者，撑不下去
自行退出。”

只是，资本搏杀的风险往往会
由用户承担。去年底，成立8年的
在线教育平台“学霸君”因资金断裂
倒闭。“爆雷”前仍在大面积招生，5
万家长面临退费难题，有的续费多
达数万元。投诉平台上，曾经的明
星机构被淹没在谩骂与讨伐之中。

师资注水
简历重美化 凭空成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