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学籍系统引发热议
正方：每个学生全国唯一的学籍号有利于学生管理
反方：新学籍系统可能侵害公民信息权利，缺乏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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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为了给孩子填写
“学生基本信息表”，两张
纸，72 项，比全国普查人
口还细致，学校催，孩子
催，烦死了！”5月22日，家
住登封市区的张先生打电
话向本报记者大倒苦水，

“教育部这样做纯粹折腾
人，净添乱！”

郑州晚报记者 袁建龙
见习记者 张朝晖

学生家长纠结
新学籍系统“查户口”

据了解，和张先生一样，眼下全
国的中小学生及学生家长都在忙碌
地填写着这份《学生基本信息表》。

记者看到这份《学生基本信息
表》共两页，含 72项。除了填写学
生的基本信息之外，还要填写学生
家长的详细情况，包括工作单位、
职务、联系电话和身份证号码。“我
们家长的信息都要填写清楚，毫无
保留。这叫什么事啊！”一位学生
家长对记者说。

据新华网5月22日报道，教育部
新近出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明文规
定，新学籍系统将于今年9月1日在
全国使用，可以管理一个人从小学一
年级到研究生毕业，实现在全国范围
内对学生转、升学、奖励处分、学业考
试和素质评价等动态跟踪管理。为
此，每名中小学学生都要建立全国唯
一的、跟随一生的学籍编号，从小学
一直沿用至研究生教育。

新的学籍系统将涵盖全国约
30万所学校用户群体，拥有2亿多
条学生的学籍数据。

据了解，新的学籍系统将覆盖
中央、省、地市、县、学校五个层级，
通过部省两级数据交换平台，实现
各省到中央的数据交换与共享，提
供与财政、发改、公安、社保等其他
部门系统的数据接口。

有关人士说，新学籍系统一经
启动，即可随时查询全国、特定的
省、市、县的学生流动情况，留守儿
童的情况，控辍保学情况等。包括
对校车车辆信息、驾驶员、学生日
常乘车实时监控，校车运行轨迹及
校车上学生姓名实时监控和学生
营养餐管理。

记者采访了一位小学校长，
该校长坦诚新学籍系统的出台，
更加有利于对学生的管理，“这个
系统不错，不但可以随时随地查
询，而且一目了然，简单快捷。”

登封某高中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教师有疑：受教育是每个孩
子与生俱来的权利，孩子就学的
权利是否会随新学籍系统的出
台和实施更难以实现？受教育
的权利是否会因此打折？这些
都是问题。

这位教师还说：“一个学生的信
息牵涉出家庭的全部信息，由此引发
的信息安全谁来负责？在从学校到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如此多的环节中，
谁来保证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

郑州警方一位从事多年户籍管
理的警官质疑说：“身份证号码是公

民的全国统一的唯一号码，目前涉
及公民个人的多种权利、福利基本
统一到身份证号码上，教育部新规
定的 19位学籍号有无必要，这个号
证明力又有多少？”

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一位学生家
长疑问，教育部这一举措出台前是
否经过了论证和听证？

记者采访了 登 封 市 区 内 的
几所小学，学生们不知道新学籍
系统是怎么回事。今年 9 岁的
阳阳问爸爸，填写“学生基本信
息表”比做奥数题还难吗？爸爸
一脸苦笑。

河南某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陈江海认为，在现实当中，如果信
息登记差错，对出现的差错问题
如何纠正，将是一个难点。如果
处置不当，教育部新出台的部颁
规章有可能对教育法所规定的义
务教育原则是一个挑战。信息登
记差错的学生如果无法纠错，其
受教育的权利有可能受到影响，
而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不容受到
限制、歧视和变相剥夺的。

“公民的信息录入制度是一项
重要内容，应该有法律规定而不是

由规章规定。”陈江海说，“这些信
息在法律实践中，能否作为证据使
用？如果这些信息与其他部门所
掌握的信息不一致，应该以何为
准？如何对公民的这些信息进行
有效保护？谁来保护？”

记者采访郑州某社会矛盾调处
中心的工作人员李涛，李涛认为，新
学籍系统在具体操作中，有可能引
起学生、家长、学校，教育行政部门
心的争议、矛盾，有可能激化或者扩
大行政纠纷的内容和范围，潜在造
成社会的不稳定，有扰民之嫌。

今年 35 岁的刘薇是一个单亲
妈妈，“学生基本信息表”在提包
里装了几天了，她不知道怎样填
写才合适。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
瑶瑶一直问她爸爸在哪里，刘薇
担心孩子心灵受伤害，总说爸爸
在外地出差，“我不想孩子知道我
的婚姻真相，更不想孩子在学校
受歧视。”

齐某曾因犯罪坐牢，不久前刑
满释放。“我不知道怎样填写这份
表，我已经很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我想改过自新，忘记过去。现在这
份信息表把我的旧事又抖搂出来，
伤害最大的是我的孩子。”齐某忧郁

地说。
记者采访了郑州民政部门的工

作人员王丽雯女士，王女士说，从婚
姻家庭的角度来说，在现实生活中，
家庭伦理关系存在复杂性、隐蔽性
和封闭性特征。从宏观的户籍管理
角度，国家也不宜对这些问题进行
详尽的摸底登记，只能是粗线条或
者进行行政登记管理。如果对公民
家庭伦理关系暴露无遗，尽被社会
掌控，那么这种刚性礼法对社会的
文明与进步，有何意义？教育行政
部门的登记又有什么法律意义？事
实上，这种信息登记缺乏基本法律
依据。

谁来保护公民的信息权利

信息登记缺乏基本法律依据

就教育部新学籍系统管理平台，如果您有什么观点和看法，意见和
建议，请拨打《郑州晚报·登封晨刊》热线电话62880555或者发送邮件到
zzwbdfck@163.com。

家长为如何填“学生基本信息表”发愁家长为如何填“学生基本信息表”发愁

登封市石道乡的王拴住是个文盲，5年前在西华县打工时，意外捡到了一
个弃婴，抱回家后取名小龙，今年小龙已经6岁了，上小学一年级。“我总不能让
孩子长大后发现自己是个被亲爸亲妈抛弃的孩子吧。”王拴住说，“可是这张表
明白地告诉孩子，我不是他亲爹，他是捡来的野孩子。这叫谁受得了啊！”

今年上初二的刘浩连日来一
直闷闷不乐，上课老是走神，对老
师的提问答非所问，让老师和同学
们啼笑皆非。他平常学习很优秀，
这使老师和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
这与他平常喜欢说笑的性格大相
径庭。只有刘浩自己心里最清楚，
但是不能对任何人说透。父亲刘
军 2009 年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不久前刚刑满释放。
因为有了这个“前科”，刘军出狱后
处处怕见人，处处躲着人，亲戚朋
友都很少来往了，在家里多了很长
时间，也没找到一份工作，妻子赫
敏为了供给刘浩继续上学，白天做
保姆，晚上打零工，“我一直对同学
们说爸爸在南方打工，妈妈在别人
跟前也很少提起爸爸，我们不想让
别人知道爸爸的事。”刘浩说，但是
这张非填写不可的《学生信息表》
让他忧心忡忡，领到这份表后他藏
在身上不想拿给爸妈看，“老师逼
得紧，最后给爸妈看了这份表后他
们都不说话，我也不知道改怎么

办。”刘浩担心，一旦外人知道父亲
曾经是个小偷，不但父亲要背一辈
子的贼名，他将来的生活和工作势
必受到很大的影响。

和刘浩一样，在登封某中学读
高一的璐璐也遭遇了填写《学生信
息表》的难题，她曾经想背着妈妈
自己填写了，可是又担心学校家访
时露馅。璐璐的父母去年离婚，家
里乱成了一锅粥，妈妈当时差点喝
药自杀，直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夜
里一个人独自流泪，整个人瘦得不
像样子，“我不能在让妈妈受到任
何伤害了，妈妈伤不起，我也伤不
起，我们就剩下半个家了，再伤就
毁了。”按照学校的要求，这份《学
生信息表》必须按时上交到学校，
不得拖延，璐璐回家后一声不响把
表递给了妈妈，妈妈接过看了一遍
后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卧室，不一
会儿璐璐听见妈妈在里面呜呜地
哭，璐璐走到妈妈身边，“我不知道
怎样安慰妈妈，我只有抱着妈妈一
起哭。”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