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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如今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经常
可以刷到标题带有“大学生”“女大学生”等字眼的直播，这些
直播地点有的在景点、餐厅，有的在校园，更有甚者在寝室或
教室。直播内容包括分享学习经验、展示才艺、公益助农等，
但其中也不乏言语低俗、打擦边球、曝隐私等乱象。

有关专家指出，大学生当主播并非违法行为，但不能不分
时间、地点和场合，更不能随意拍摄他人，否则可能涉嫌侵犯
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高校应承担起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
责任，为直播行为划出清晰的边界，引导学生在合适的场合、
时间进行直播，鼓励他们多进行正能量的内容创作；平台也应
优化算法和人工审核机制，抵制低俗不良的内容传播。

在教室寝室做直播
影响同学学习生活

5月15日9点，记者打开手机，很快就刷到一
名定位在海南海口某高校的主播。她用非常轻的
声音和网友互动，直播背景是教室，能看到同学和
正上课的老师，评论区有不少人发弹幕：“上课怎
么还能直播？”

还有一些大学生在宿舍开启直播。记者统计
发现，在某平台一个晚上至少有上百名以寝室为
背景进行直播的大学生主播。

一名定位在东北某高校的主播，直播间名称
是“女大学生挣学费”，直播内容是在寝室里吃饭，
找话题和网友聊天，并索要礼物。

“来，大家聊一聊恋爱的话题”“送个啤酒（礼
物名称），就做个下蹲”……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发
弹幕质疑：“你这宿舍一看就是假的。”该主播主动
拉开身后的花色布帘，证明自己没有作假。

在教室和寝室进行直播，周围同学对此如何
看待？

“我就深受其害。”对于室友的直播行为，正在
为考研做努力的浙江某高校大三学生艾雯雯（化
名）非常恼怒。

“一开始还好，但为了留住粉丝，室友逐渐增
加直播时长，直播时间也从之前的固定时间变为
随时开播，可能是一大早，也可能是半夜，宿舍里
很难再有安静的时间。”艾雯雯说。

最令艾雯雯生气的一次，是她有天想要在宿
舍里多睡一会儿，跟室友说明情况后，她还坚持直
播，一大早艾雯雯就被超大声的动感音乐吵醒。

“即使这些都可以忍受，那我们的隐私，怎么
办？”艾雯雯说，“直播间观众会不停地提及‘你的
室友怎么样哦’之类的话，让我觉得自己被冒犯
了，也没有安全感。最后我申请换了一间宿舍。”

在某社交平台搜索“室友在宿舍直播”，记者
发现有多篇笔记对大学生寝室直播吐槽：“每天晚
上吵死了，我和她们说过希望她们声音小一点，人
家每次都不耐烦地答应一下，然后继续吵”“我觉
得在寝室直播就是不合适啊，但是想不到什么严
肃有效的理由让她不直播，求大家帮忙出谋划策
一下”……

直播时长要求不低
难以跳出流量陷阱

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直播，在不少学生主播
眼中却是“不得已而为之”。

朱晓（化名）是一名大二在读学生，去年3月加
入直播行业，她只坚持了1个多月。

公会经纪人和朱晓约定“一天播4小时，一个
月100小时”的最少直播时长。起初朱晓以为，每
天利用零碎时间偶尔播一下，肯定能凑满时长，但
直到开播之后朱晓才发现，经纪人的意思是必须

每天都上播且连续播满4小时。
“他们说这样直播间流量才高，才能赚到钱。”

朱晓说，自己的课程安排相对紧凑，只有一天的课
程结束后才有完整时间进行直播，“基本每天都要
播到晚上十一二点，第二天还得早起上课，特别疲
惫”。

即使没有时间限制，也有更难以跳出的流量
“陷阱”。

2023年9月，因一段爵士舞才艺，让在内蒙古
读大学的孙涵（化名）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关注。
直播的前两个月，平台的流量非常可观，粉丝数量
涨到4000多人。最好的一次，直播间同时在线人
数超过了 3000 人，3 个小时的直播，孙涵拿到了
400多元的打赏。

但很快直播进入“平台期”，平台不再给流量
扶持。为了留住观众、转化粉丝，提升互动频率、
增加直播间热度成为孙涵每日的必修课。

直播间内，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想方设法留
住进入直播间的观众，快速准确地击中观众的情
绪，还要学会接住各种梗；直播间外，要琢磨自己
的话术、妆容、直播场景等，每一个细节出现纰漏，
都可能失去观众。孙涵说：“有时还会有运营指导
提示做一些擦边动作，以博取流量和打赏，但我当
时分辨能力低，就听信了。”

耗费精力遭遇网暴
学生当主播风险多

在经历了两次网暴后，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周
木子（化名）决定走出直播这座“围城”。

2023年年初，一条关于自己情感经历的视频
在各大社交平台爆火，周木子因此变成了一名拥
有3万粉丝的网红。借助这一波流量，周木子开启
了自己的直播生涯。她将自己打造成阳光开朗的
大学生角色，借助原有的粉丝基数，很快收获了一
大批新粉丝。

令她没想到的是，一次跨平台的网暴毫无预
兆地袭来。周木子的视频被人恶意剪辑后搬运到
其他平台，尽管她本人和朋友不断在评论区正名，
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陌生人给周木子发私信、短
信甚至打电话，内容大多是指责，甚至辱骂。

周木子选择沉默不作回答，“没办法，最好的
方式就是不做回应，否则那些人会继续抓住细节
大做文章”。后来，舆论慢慢平息下来。

可很快，第二次网暴又来了。起因是身边的
同学在网络上散播她的谣言。

“我逐渐意识到，网络带来的名气可能成为生
活中的绊脚石，我就像在放大镜下生活，现实里的
琐碎细节都会被无限放大，一点小问题就会被放
在网络上任人指摘。”周木子说，尽管她已经避免
为了流量在直播间撒娇、跳舞等，但在班级评选一
些荣誉奖项的时候，还是有同学向学校“打小报告
恶意中伤她”。

虽然误会最后解除，但她也因此失去了一些
本该属于她的荣誉。

“我决定不再直播了。直播虽然带来了一些

收益，但我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无法用金钱衡量
的。”周木子说。

引导创作积极内容
加强审核优化算法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
任郑宁看来，大学生当主播并非违法行为。根据
规定，直播需要实名认证，主播必须年满18周岁；
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
号注册服务时，需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身份验证，并
征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也就是说，只
要年龄符合要求，当主播并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很
多学校也将运营短视频账号当作实训。

“但是，大学生直播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和场
合，更不能随意拍摄他人，否则可能涉嫌侵犯他人
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学校对于宿舍有行政管理
权，在宿舍里，对于居住的学生来说，属于私密空
间，应受隐私权保护，直播不应影响他人休息和获
得安宁的权利。”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马丽红说。

郑宁提出，大部分博主以当下热点来吸引流
量，却没有认真界定传播的内容是否符合当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良莠不齐的直播类型间接导
致一些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传播意识的匮乏。

“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容易造成观看者信
息获取也碎片化，导致在观看直播时无法准确获
取主播传达的价值观点，再加上有些人恶意传播
不良价值观，对一些价值观还未完全成熟的大学
生而言，他们容易为了流量，盲目跟从甚至做出擦
边违规动作。”郑宁说。

那么，针对大学生直播目前出现的一些乱象，
该如何进行治理？

马丽红建议，高校应承担起对学生的引导和
教育责任，通过各种形式宣讲法律规定，并对直播
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作出指导性规范，通过制定合
理的社区规则，为直播行为划出清晰的边界，同时
引导学生在合适的场合、时间进行直播，多进行正
能量的内容创作。“平台应当加强算法审核机制，
也应当继续优化人工审核机制，坚决抵制低俗不
良的内容传播。对于大学生直播行为，平台应当
给予相应的流量扶持，引导大学生传播积极正能
量的话题内容，优化优质内容的审核。”郑宁说。

某知名娱乐公司的星探张新提醒，直播要有
产出内容的能力，而产出内容需要时间、创意和拍
摄技能，需要多次拍摄，很多时候公司的作用就是
搭把手，创作还是以主播为中心。成为一名大主
播需要长时间的作品和产出及粉丝维护，想要一
蹴而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开始直播可能断断续续有人进出，但平均
下来每个时段也就一两个人，这其实很正常。从
开播到吸引粉丝，中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蛰伏，
而大多数学生有课业压力，很难坚持。”张新坦言，
所以学生还是应该以学业为主，直播行业并不像
想象中那样的光鲜亮丽，大学生对待直播还需谨
慎。 来源：法治日报

白天黑夜都在直播 为求打赏不惜打擦边球

大学生校园直播不能没有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