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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戴头环监控走神被指“紧箍咒”
智慧产品进校园缘何饱受争议？

“监测头环”引争议
教育部门紧急叫停

据媒体报道，赋思头环通
过传感器上的三个电极，可检
测佩戴者的脑电波，从而评判
学生是否集中注意力并进行打
分——上课专注亮红灯，上课
走神亮蓝灯，接触不良或者没
联网则亮白灯。

同时，相关报道称“注意力
分数”会像考试成绩排名一样，
以每 10分钟一次的频率发给
老师和家长微信群里，以供他
们掌控孩子的上课状态“好不
好”。

然而，此事却在网上引发
争议。有网友表示，头环就像
是一个监测学生的“紧箍”，一
旦戴上就会像念“紧箍咒”一样
束缚住学生的思考自由。记者
梳理发现，广大网友质疑点主
要有三：一是课堂中使用相关
产品的必要性，教育部门是否
严格把关；二是监测数据的公
布和走向，是否涉嫌侵犯未成
年人隐私权；三是质疑企业初
衷和产品科学性，是否拿学生
当试验“小白鼠”。

面对质疑，10 月 31 日，该
设备技术提供方发布声明称，

“赋思头环”其实是一款帮助学
生提升专注力的训练仪器，学
生连续使用21天后能养成保
持专注力的好习惯。“赋思头
环”开发方——强脑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韩璧丞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头环收集的数据不
会外流，不会泄露孩子个人隐
私。 同日，金华市金东区教育
体育局对外表示已介入调查，
并让全区学校进行自查，为搁

浅“质疑”，当地已决定临时停
用相关设备。

头环效果尚未显现
产品准入流程存疑

针对头环产生的争议，记
者赶赴金华、义乌等地进行追
踪。据金华市孝顺镇中心小学
办公室主任张悦介绍，这批头
环设备是在2018年9月初，由
孝顺中心小学校友、强脑科技

投资人之一孔小仙出资购买，

赠送给学校的，捐赠过程没有

附带条件。

“设备去年12月底开始使

用，其中6年级3班使用的时间

最长，使用了十多次，大约一个

月时间，其他年级学生也短暂

地轮流试用过。”张悦说。

孝顺镇中心小学6年级3

班的多位家长表示，校方并没
有将所谓的学生专注力“排名”
情况发到家长群，对于学生是
否通过使用头环而达到提升专

注力或明显改善学习成绩，目
前还很难得出明显结论。同样
使用过头环的还有义乌一所小
学。其校长表示，头环并不能
精准判断一个学生是否注意力
集中，但是有利于教师根据班
级平均专注力情况及时调整教
学策略，改进教学方式和教学
内容等。

张悦等人坦言，尝试使用
“赋思头环”，主要是感觉有助
于提升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学校在使用
前也曾在网上查了公司的相关
背景，但产品是否有辐射、对小
孩是否有危害等，学校没有能
力进行质量评定。

对于这批稍显“前卫”的科
技产品的流入，金华市金东区
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施有根表
示，这些设备进入校园时，学校
没有到教育体育局备案，教育
部门事先并不知情，至于该设
备入校时，是否获得了大多数
家长的同意，他们也不清楚。

“紧箍”的生意

“想象你的眉心有一点柔
和的光芒绽放……”当孝顺镇
中心小学部分五年级学生戴
上头环后，会听见这样的提示
音。类似的场景，还出现在上
海世外小学、北京市第五十六
中学、首都师范大学、美国耶
鲁大学等学校。

在国内电商平台，这款头
环的售价在3000元上下。孝
顺镇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曾
对媒体表示：“戴上头环后，学
生回答问题的声音会比平常
更响亮。”该校一名学生也称，
使用头环后，“上课认真听讲，
作业基本上是全对的”。

事实上，人类对注意力的
研究还在比较初级的阶段。
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清华大学
医学院研究生孙劲男告诉记
者，目前最尖端的研究，也只
是发现了一些脑参数和状态
与注意力有关，“不能说头环
毫无意义，但要说仅靠这款设
备来反映一个人的注意力是
否集中，这是不严谨的”。

当前的技术无法区分注
意力集中在什么事物上。“一
个学生的注意力分数很高，但
他可能并没有在听讲。他也
许在回忆昨晚玩过的电脑游
戏，或是前一个课间见过的隔
壁班女同学”。孙劲男说。

尽管对注意力的研究尚
不充分，但它仍然是教育领域
的一门大生意。记者采访来
自浙江、湖北、北京、上海的多
名家长发现，全国多地针对学
前儿童及小学生的专注力课
程非常常见，项目包括拼图游
戏、积木拼插等。

“紧箍”的兄弟

戴着赋思头环，有学生说
“有点痛”，也有学生说“总感
觉这里（指额头）……紧的”。
对孝顺镇中心小学的学生来
说，压力不仅仅来自物理层面。

据媒体报道，该校的一名
学生称其父母曾因为注意力
分数低惩罚他。尽管脑强科
技发表声明，否认教师和家长
能看到具体学生的注意力分
数，但戴在头上的“紧箍”仍然
拥有一种威慑力：教师只需环
视教室一周，就能通过头环亮
灯的颜色判断学生是否认真
听讲。

一名微博网友评论道，不
是头环本身帮助学生集中注

意力，是头环的监控让学生不
得不集中注意力。

进入校园的，不只头环这
一款产品。据媒体公开报道，
在贵州的部分中小学，学生穿
起能记录出勤和活动情况的
智能校服。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闵行蔷薇小学正在建设
一套“智能课堂行为分析系
统”，能捕捉学生在课堂上打
哈欠、走神等行为。

近年来，包括旷视科技、
商汤科技在内的国内多家科
技公司都开发了相应的人脸
识别技术，可以分析学生表
情，识别其听课、学习状态。
某 K12 培训公司还推出了注
意力识别“智慧课堂”系统，面
向培训机构和学校销售。

使用技术手段监控学生
的做法引起了公众对学生隐
私和自由的担忧。对此，国内
外教育和监管部门也纷纷采
取行动。

“紧箍咒”还是“金箍棒”

在诞生之初，脑机接口技
术并不是用来观察和监控人
类，而是用于辅助人类，帮助
那些失去感知能力和运动能
力的“失能者”。

人工耳蜗可能是目前应
用最广泛的脑机接口技术。
通过在人体内植入电极，对耳
蜗内尚且完好的听觉神经施
加脉冲电刺激，部分失去听力
的人就能重新听见声音。在
另一些医学治疗领域，电极还
被植入大脑，降低癫痫和帕金
森病发作时的强度。在脑机
接口技术的帮助下，只有眼球
能动的渐冻症患者可以写作。

我们能做到这些，是因为
大脑中负责运动的区域相对
容易理解，且不同部位与身体
各个部位一一对应。对其他
区域，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人
类已经能将探测器送到 200
亿公里之外，最远看到过超过
300亿光年外的星系，却对头
颅内15厘米见方的大脑束手
无策。

研究人员的一个终极目
标，是让人类可以靠意念交
流。毕竟，我们思考的速度是
说话速度的5倍，是打字速度
的20倍，不同国家的人之间
还有语言的障碍。如果技术
成熟，已故科学家霍金不必受
到每秒 1个字母的说话速度
限制，物理学领域也许会有更
多以他命名的定律。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孝
顺镇中心小学给学生佩
戴一种名为赋思头环的
产品，该产品号称可检测
学生上课和写作业时的
注意力，并将注意力集中
情况实时传输给老师和
家长，引发网友热议。

记者调查发现，智能产品
进校园并非首次饱受争议。

2018 年 12 月，贵州十多
所中小学学生集体穿上“智
能校服”，通过嵌入的智能芯
片，学生的进出数据会自动
发送到家长和老师的手机
中。今年3月，广东广雅中学
采购了3500个智能手环用于
记录学生行为健康数据。9
月，上海闵行区蔷薇小学安
装人脸识别系统，学生有无

微笑、有无跟老师问好、有无
主动捡垃圾、队列是否整齐
等细节都会被 AI 捕捉，均引
发热议。

专家认为，上述事件及“浙
江小学生戴头环监控走神”一
事，皆暴露了智能产品进校园
过程中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和
监管评估不足。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
建华表示，学校不能成为科
技产品的试验田，任何科技

产品进入校园之前，都应有
教育主管部门评估和认定，
同时，这些科技产品也必须
符合教学规律和学生心理成
长规律。“对于像脑机接口这
样的新产品，在进学校进课
堂之前，首先要正式列入国
家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产品
目录，对其安全性和道德风
险进行充分评估，并征得家
长同意。”浙江省公共政策研
究院研究员夏学民说。

智慧产品进校园尚无章可循
专家呼吁建立准入评估制度

这是一个黑色的头环，重量大概相当于两个鸡蛋，戴在头
上“紧紧的”。额前还有一枚长条灯，据说能实时反映佩戴者的
注意力是否集中。在过去约1年时间里，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
孝顺镇中心小学的部分学生，会戴着这款头环上课。仪器启动
后，他们额前会闪着红色、蓝色、橙色或白色的光。记者了解
到，尽管对注意力的研究尚不充分，但它仍然是教育领域的一
门大生意。

“紧箍”的前世今生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