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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读行岭南”
系列活动圆满落幕。这
场由羊城晚报社与品读
行机构精心策划的文学
盛宴犹如春风化雨，持
续激发了岭南学子的创
作热情，让他们的文学
梦想在这片沃土上茁壮
成长。上万家庭的积极
参与，共同谱写了羊城
晚报“走读岭南”品牌活
动的全新篇章。

首先，“读行岭南”
征文的参赛内容聚焦在
岭南的早茶文化、美食
文化、民俗文化，以及传
统文化、故乡味道、风土
人情等多个方面。学子
们以笔为马，以纸为疆，
用文字描绘出岭南大地
的独特魅力，用镜头记
录下岭南文化的点滴细
节。活动共收到数千份
投稿作品，经过严格评
选，247 位同学获得奖
项。

同时，“读行岭南”
活动的子活动《岭南中
小学生年度作文选》征
文活动也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其中近200位同学
获得了活动一等奖。这
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岭南
学子的文学才华，更传
递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与对未来的憧憬，或记录
成长的足迹，或描绘童年
的趣事，每一篇作文都如
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勾
勒出岭南学子的成长历
程和心灵世界。

此次“读行岭南”系
列 征 文 活 动 的 成 功 举
办，不仅为学生们提供
了 一 个 展 示 才 华 的 舞
台，更让他们在参与中
深刻体验到岭南文化的
独特魅力。品读行机构
倡导的“读诗读史读名
著”学习理念，在活动中
得到了充分体现，同学
们通过阅读和写作，实
现 了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创
新。接下来的暑假，让
我们继续“读行岭南”，
在 岭 南 大 地 上 读 万 卷
书，行万里路！

·秦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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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上）

6月7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
versity）在官方网站上更新了招生政策
——从 2025 年秋季起，申请本科的学
生将需要提交 SAT（学术能力评估测
试）或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
是继哈佛、耶鲁、MIT等美国名校之后，
又一顶尖学府恢复了标准化考试成绩
作为申请条件的要求。

6月10日

为期 3 天的第 12 届中国大学生龙
舟锦标赛在吉林省白山市揭幕。来自
全国 21所高校的 500 余名选手挥桨竞
渡，展现龙舟竞技之美。本次比赛共设
男子 12人龙舟、女子 12人龙舟与混合
12 人龙舟 3 个大项，分为甲组（普通
组）、乙组（高职高专组）、丙组（高水平
组）3 个组别。各项目比赛距离为 100
米、200 米、500 米，共有 43 支队伍参
赛。

6月11日

司法部发布 2024 年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客观题考试网
上报名时间为 6 月 14 日至 6 月 30 日，
客观题考试时间为9月 21日、22日，主
观题考试时间为 10 月 20 日。2024 年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继续允许符合专业
学历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军队
院校 2025 年应届本科、硕士及以上学
历毕业生（包括专升本、第二学士学位、
专升研）报考。

6月12日

全国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开幕式在湖北省襄阳市举行。据悉，全
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每三年举办一
届，是教育系统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
最高、影响最广的艺术实践活动。本届
活动主题为“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进取
品格”，分为高校开展活动、省级集中展
演和全国现场展演三个阶段，6月12日
至6月18日为全国现场展演阶段，7400
余名师生将带来 282 个项目参加现场
展演。

直播要遵守国家的法律
法规和平台规范，注意自己
和他人的隐私。某些人打着

“学生”名号进行直播，甚至
包装成学生进行“擦边”低俗
直播，这不仅对网络空间造
成了不良影响，可能还会触
犯法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小树表示：“大学生直
播应遵循国家法律，明辨是
非，不要被网络上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不能为博眼球做
出出卖自身利益、国家利益
的事情。”

“直播过程中未经允许使
用他人肖像或个人信息进行
直播，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
权和隐私权；直播内容如违

背公序良俗，可能会受到相
关法律的制裁；如果直播内
容涉及淫秽、色情的内容或
传播淫秽信息，可能会构成
传播淫秽物品方面的犯罪；
如果冒充学生身份进行直播
从事诈骗行为，可能违反《刑
法》对于诈骗行为的相关规
定；如果直播有商业性质，但
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可能构成
非法经营方面的犯罪；如果直
播涉及未成年人，可能会侵犯
未成年人的权益，违反《未成
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网
络直播活动需要遵守网络安
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否则可
能违反《网络安全法》方面的
规定。”马新国表示。

此外，大学生应当加强自
我保护意识，谨慎对待与经
纪公司的合作，预防陷入骗
局。马新国提醒，大学生要提
高警惕意识，在与任何公司接
触合作前及时与家长沟通；了
解行业规则及惯例，学习了解
娱乐圈或艺人经纪的一般运
作规则；查验资质证件，确认
是否合法经营，认真审阅合
同，认真阅读并理解合同条
款；寻求法律咨询，对合同内
容有疑问的，可以寻求律师或
相关专业人士的法律咨询；保
护自己权益，一旦发现异常情
况，要及时采取合法途径维护
自己的权益，不轻易妥协。
（注：陌陌、小树、叶子均为化名）

是创业机遇还是打扰他人？

宿舍直播渐成风潮
大学生该如何当“合格”主播？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
发展，直播行业以低门槛
和自由的特点吸引了众多
身怀才艺、怀揣梦想的年轻
人加入，为全世界带去属于
年轻人的活力。他们在直播
中表达观点、分享生活，不仅
锻炼自身能力，还可以获得经
济收益。

然而，大学生在宿舍的直
播现象也引发了一系列问
题，如不顾时间和场合的直
播行为可能打破宿舍和谐，
侵犯他人权益；有的直播
者自身深陷直播骗局，使
自身心理和财产安全受
到伤害，甚至可能触
犯法律……因此，宿
舍直播的合适性及
其规范约束问题
亟待探讨。

在互联网的浪潮中，直播
与短视频已成为新时代的流量
巨头，其影响力已跨越年龄界
限，席卷全球，推动文化多样性
和经济繁荣向前迈进。但对于
正在象牙塔中深造的大学生而
言，一边上学一边直播，应该是
一种更为慎重的选择。

“直播不仅为大学生提供
了一个锻炼自我表达能力的
平台，更是一个技能提升和收
入增长的途径。在直播间里，
与粉丝的互动交流、产品的精
彩介绍，都是提升表达能力与
沟通技巧的绝佳机会。此外，
学习制作特效、剪辑视频等技
能，也为我们未来的职业发展
增添了更多可能性。当直播
逐渐步入正轨，带来的经济回
报也成为了我们学习和生活
的一大助力。”华南师范大学
的陌陌表示，直播不仅是一份
事业和工作，对于很多人来说
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舞台，可
以让大家尽情展示自己。“对
我来说，做直播最重要的是能
有一个表达的地方，能在互联
网上做到自己，展示我真实的
性情和才艺。也可以收获到
别人的好评和喜爱，这可以增
强我的自信心。”

对于大学生而言，直播也
伴随着不容忽视的高风险。
近年来，网络上频现的直播案
例显示，选择在宿舍这一私密
空间进行直播活动，背后往往
隐藏着诸多潜在问题。陌陌
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当舍友
进行直播时，我不仅存在被意
外摄入镜头的风险，而且不合
适的直播时间也可能干扰到

我的正常休息和学习。因此，
我并不完全支持舍友在宿舍直
播。”这样的担忧并非个例，而
是普遍存在于许多大学宿舍
中。一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小
则可能引发宿舍内的矛盾争
执，影响舍友间的和谐关系；大
到可能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和
肖像权，越过了法律的红线。

对于这样的潜在问题，南
京邮电大学的小树分享道：

“我曾尝试过网络直播，且大
部 分 时 间 都 是 在 宿 舍 进 行
的。那么首先必须获得舍友
的理解和同意，并与之进行充
分的沟通协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强调：“虽然学生在
宿舍直播是其个人权利，但我
们也必须考虑直播的时间和频
率。直播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
能会干扰到其他同学，因此，营
造一个互相尊重、和谐共处的
环境至关重要。基本原则就
是，尽可能不要影响其他同学
正常的学习、生活和休息。”

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广州市行政争议调解员马新
国律师表示，因为宿舍的空间
私密性及居住人员较多的特
点，学生在宿舍直播确实可能
会侵犯其他宿舍成员的合法
权利。宿舍直播较易涉及拍
摄到寝室其他同学的肖像、声
音或个人私密行为等。若没
有获得对方同意，可能会侵犯
舍友的隐私权。直播时影响
他人休息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频繁的直播行为可能会对同
寝室其他同学的学习和生活
造成干扰。

主播与弹幕悄声互动，直
播间传来教师授课的声音，
某些定位在高校的直播间通
过这样的手段获取流量。如
此直播，高校该不该管？该
怎么管？

“若学生未经允许进行教
室直播，不仅可能侵犯教师、
其他人员的个人权利，也可
能 损 害 学 校 的 合 法 权 益 。
学校可制定相关规定，对此
类行为加以规范。”马新国
分析，“未经允许的直播可
能会侵犯学校的名誉权和
荣誉权，如果直播影响了学
校声誉，则损害学校的合法
权益。学生擅自直播，如果

干扰课堂管理，则可能侵犯
学校对课堂秩序的管理和
对课堂环境的控制，涉及侵
犯学校的课堂管理权。除
此之外，学生未经允许在教
室直播教师上课，可能还会
侵犯知识产权、肖像权和隐
私权。”

高校直播规定该如何落
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叶
子认为：“我觉得应该出台在教
室做直播的规定，因为直播有
可能会影响到别人上课，或者
影响教室等公共场所的整洁。
但是如果在宿舍直播，因为涉
及隐私，规定会很难执行。”若
高校直播出台规定，高校承载

的管理压力与挑战也同样升
级。“如果大学生直播扰乱公共
秩序，触及他人利益，我认为学
校应当出面管理。”陌陌说，“但
是学校出台规定后该如何落
实？难道需要每日排查监控看
有没有人在教室直播吗？这个
工作量太大了。”

储朝晖认为：“当前高校
管理中已存在较多规章制
度，专门针对学生直播制定
额外的管理制度作用有限，
学生遵守人与人之间交往的
基本准则足矣。高校管理规
则的核心目标应当是保障校
园内的正常学习秩序，让大
家学有所得。”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张梓欣 张佳慧

“机遇”“风险”并存
宿舍直播应互不影响

高校规范大学生直播
可能面临“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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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不是法外之地
维护自身与他人权益同等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