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 路：
门槛低、赚钱多、赚钱快、躺着赚

有些“声音培训班”揽客套路
明显。

第一步，“低价课”“免费课”玩命
忽悠你听课。记者发现，“声音培训
班”大多设有“训练营”“试听课”等收
费极低甚至免费的短期培训课用于
吸引学员。

第二步，“既好学又好赚”免费课
变“洗脑壳”。记者体验“喜×教育”声

音训练营课程发现，其中与播音、配音
专业技术培训直接相关的内容占课程
总时长非常少，大量时间被培训导师
用于向学员灌输“零基础学习两个月
兼职月入三五千”“在家录有声书一小
时能赚上百元”“全职有声书主播月入
30万”等观念。

第三步，承诺“能赚更多”“能派
工作”，实为卖高价课。“熊×教育”

培训导师声称：“即便是新手，接受
进阶培训后每个月赚5000元左右很
轻松。”

记者被告知，“进阶培训课”价格
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时间短则两
个月，长则半年。

推销高价课的多家机构都强调
能为学员“派单”（提供兼职机会）。

“喜×教育”训练营向记者承诺，进

阶课程毕业学员通过考核后即可进
入“专业试音池”，长期享有优先为
喜马拉雅等大平台录制有声书赚钱
的机会。“熊×教育”则声称拥有大
量录制有声书的“内部机会”等仅供
进阶班学员享受。“好×微课教育”
则给记者发来一份列有多家知名有
声平台的名单，暗示能够从这些平
台接单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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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花钱学配音月入过万？瞎忽悠！
当前，我国在线音频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市场上，部分制作

精良的有声书（剧）平台收购价每小时数千元，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关注录制有声书赚钱的机会。

新华社记者发现，有些商家乘机在网络平台推销各类“声

音培训班”。有些培训班大多先以“免费专业声音培训”“帮联

系高收入兼职”等承诺招揽学员，但学员们在高价购买课程后，

并未能实现广告所称“轻松月入过万”“培训完保障就业”，有的

甚至还背上网贷。

真 相：
培训质量差、承诺难兑现、有人“被网贷”

培训班的承诺大多难以兑现。
——培训质量差。在读大学

生小方花 7000 多元参加了“潭×
教育”有声书培训“进阶课程”。
她告诉记者，多堂原定“直播课”
缩水成“录播课”，学员与老师间
无法交流。为数不多的几次“直
播课”上，学生也不能与老师“连
麦”互动。老师课后仅会留一些
绕口令、普通话发音训练，且对
学员训练情况反馈非常滞后。

记者还发现，有不同培训班承
诺“真实直播不录播”的课程，竟出
现同一时间由同一人员讲授完全

不同内容的情况。
此类培训班大多宣称由所谓

“顶级播音老师”专门授课，但实
际大多是由播音主持专业的在读
大学生兼职授课。

—— 承 诺 难 兑 现 。“ 我 们 自
己 找 不 到 兼 职 渠 道 ，机 构 承 诺
介 绍 工 作 机 会 和 兼 职 渠 道 ，但
其 实 什 么 都 没 有 ，课 程 结 束 后
老 师 会 迅 速 解 散 学 员 群 。”小
方 告 诉 记 者 ，“ 派 兼 职 单 赚 钱 ”

“ 享 受 专 属 资 源 ”等 承 诺 无 法
兑 现 。

记者还调查了部分机构大力

推荐的新手兼职接单网站“X音圈”
“畅×有声化”。“×音圈”诱导记者
多轮缴费才有机会试音接单。缴
费后记者发现，该网站兼职需求有
大半要求“专业人士方可投标”，其
他的也多已没有试音名额。一些
APP投诉、评价平台上，有大量用户
批评该网站“骗认证费、会员费”

“根本接不到单”。
—— 有 未 成 年 人“ 被 网

贷 ”。“ 培 训 老 师 会 向 我 们 反 复
展示所谓‘老学员’的兼职高收
入 ，向 我 们 强 调 这 次 是 放 送 福
利 ，3 门 课 一 共 才 7000 多 ，比 原

价 减 了 好 几 千 ，学 生 可 以 用 花
呗 分 期 。”小 方 告 诉 记 者 ，自 己
刚进班时未满 18 岁无法开通花
呗 ，培 训 班 便 要 求 她 签 合 同 通
过 第 三 方 贷 款 机 构“ 小 ×点 ”贷
款分期付款。

“后来我想查询一下我贷款
的 金 额 和 利 息 ，已 经 联 系 不 上
帮 我 办 贷 款 的 人 员 了 。 我 去 找
班 主 任 ，得 到 的 回 答 含 糊 不
清 。”小 方 告 诉 记 者 ，她 现 在 不
知 道 自 己 到 底 背 了 多 少 贷 款 、
要 还 多 少 利 息 ，她 不 少 同 学 也
有类似遭遇。

“声音变现”真的是低门槛“财
富风口”吗？问题多多的“声音培训
班”为何屡见不鲜？该如何治理？

蜻蜓 FM 相关工作负责人告诉
记者，当前确实是有声书市场的增
长期，但市场对有声书作品质量、
播讲人专业水准的要求也在迅速
提高。

“蜻蜓FM的有声书作品一般由
专业录音制作机构完成，不采用兼
职投稿。”这位负责人表示，平台有
声书中每个角色都会通过几轮试
音来认真甄别挑选，主播人选中不
乏著名的影视剧配音演员和广播
剧专家。

微信读书团队也表示，平台有
声书作品主要来自专业机构，很少
接收个人投稿。“对于少数被录用作
品的个人主播，我们会对其从业经
验、相关证书、相关录制作品等过往
经历进行审核，筛选标准严格，不是
简单培训就可以通过的。”该团队建
议大家不要被某些速成培训班的所
谓“高额收益”误导。

业内人士透露，当前的趋势是专
业平台对有声书、广播剧作品越来越
重视后期制作。“后期制作水平的重
要性已和演播质量旗鼓相当，不是业
余人士能满足的。”

专家对此类培训班的培训方式

与效果并不认可。上海视觉艺术学
院教授、百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孙智
华表示，虽然“绕口令”及发音正音
是语言训练不可或缺的工具，但这
需要久久为功的过程，光靠这些是
无法整体提升声音表达技能水平
的。配音技能训练对天赋要求比较
高，有复杂系统的技能训练手段，绝
不是通过几个兼职的大学生在短期
内能够提升的。

专家建议应尽快压实相关网
络平台责任。此类培训班多在各
大网络平台投放夸大、虚假招生
广 告 ，深 圳 市 消 费 纠 纷 评 审 专
家、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

所律师邓永建议应依照消保法、
网络安全法等规范对相关平台严
格执法。

市场监管、教育、人社、网信等
多方均认为此类培训班存在虚假宣
传、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问题，
但对于应该由何方实施常态化监管
并无定论，对于开设此类“声音培训
班”应具备何种资质的要求也不够
清晰。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张力认为，监管职责不清晰影响
了治理此类问题培训班的效能，
有关部门应尽快明晰权责，系统
施治。 （据新华网）

治 理：
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明确监管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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