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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网课热”背后———

消费者是如何被步步“收割”的

　　随着DeepSeek的爆火，炒作DeepSeek概
念、打着AI大旗的网络课程也成了“香饽
饽”，在互联网上掀起一波“卖课潮”。
　　“1000个DeepSeek神级提示词”“万字长
文教会DeepSeek”“DeepSeek15天教程：从入
门到精通”……在网络平台上，与DeepSeek使
用相关的课程大量涌现，售价从几元至几十元
不等。
　　然而，这些“包装”精美的课程，不少只
是拼凑公开资料，利用消费者的“信息差”
牟利。
　　记者购买了一份“DeepSeek高效使用技
巧”的课程，接收的资料中主要内容包含下载
软件、注册账号等基础操作，而所谓的技巧大
全则是在官方网站上即可免费查询的提示词样
例。而在另一份“开发DeepSeek百分百潜能”
的课程中，课程标题说的是DeepSeek，内容却
是另一个人工智能模型的指令技巧。
　　除了主要依靠“复制粘贴”的低价课程以
外，鼓吹利用DeepSeek迅速积累财富的高价培
训课程也进一步“围剿”消费者。DeepSeek投
资炒股、DeepSeek自媒体变现、DeepSeek电商
运营……卖课时套上国产AI大模型的“万能
公式”，便能吸引更多流量，利用噱头挣足
“学费”。
　　在某电商平台上，一门标价199 9元的
DeepSeek相关课程已售出114件，累计销售额
超22万元。而在某知识付费平台，一个涉
DeepSeek的付费社群曾登顶平台畅销周榜，付
费用户超过8000人。
　　一些号称能迅速“搞钱”的投机课程被消
费者指出“货不对板”，涉嫌虚假宣传。
　　在一个售卖DeepSeek短视频速成班的直播
间内，不少消费者投诉“都是骗人的，我买了
什么用都没有”“没用的，不会带来变现”，
还有消费者指出讲师只是“一直照着电脑的话
术讲”。而另一个售出超千份的DeepSeek直播
特训营课程，有消费者反映“每节课三分之二
的时间都在说没用的东西”。
　　对于各类利用DeepSeek牟利的投机行为，
DeepSeek官方在2月6日发布声明称，DeepSeek
官方网页端与官方正版App内不包含任何广告
和付费项目；此外，目前除DeepSeek官方用户
交流微信群外，从未在国内其他平台设立任何
群组，一切声称与DeepSeek官方群组有关的收
费行为均系假冒。

  受访专家指出，此次DeepSeek“卖课
热”实际上是贩卖“AI焦虑”的卷土重来。
此前，元宇宙、ChatGPT等概念大火时，市
场 也 催 生 出 大 量A I 网 络 课 程 ， 如 今 的
DeepSeek付费课程其实是“新瓶装旧酒”。
　　“AI热潮推动下，许多自媒体和网络平
台看到知识付费的巨大商机，通过包装AI课
程、制造焦虑情绪等手段吸引消费者购买；
部分消费者对AI技术的了解不够深入，容易
被夸大其词的宣传所误导。”广东诺臣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子殷表示。
　　在一个在线人数近5000人的卖课直播间
内，主播用“所有老板必须学会DeepSeek”
“不会用AI获客的老板就像文盲”等夸张词
汇鼓吹课程。而在多个直播间内，“创业人
一辈子都在追求的风口”“DeepSeek是国运
级机会”等话术已成为制造焦虑的惯用
套路。
　　打出“焦虑牌”后，卖课机构往往通过
“名师”金字招牌、承诺“接单变现”、饥
饿营销等“连环套”引诱消费者下单买课。
　　某卖课机构在推销时声称，其DeepSeek
团队讲师拥有“直播带货盈利400W+”“4年
AI知识分享”“带领上万名学员拿到结果”
等诸多光环；但面对查询导师资质的要求
时，客服却拒绝回复。记者查询发现，该机
构的经营范围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
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为了增加课程的吸引力，卖课讲师还会
承诺学员收益，保证“接单变现”，在推销
过程中放出一批“往期学员”的变现截图。
一名购买了AI实战训练营课程的消费者告诉
记者，所谓的接单要么是一个价值10元的任
务派发给多个人做，要么是让学员自己去找
单子。
　　“连环套”的最后一步是饥饿营销，通
过营造“名额有限”的假象，催促消费者按
下购买键。在记者观看的一场直播中，讲师
声称只有30个课程名额，在两分钟倒计时结
束后即关闭售卖。然而在直播结束后，“已
经没有名额”的课程仍然可以购买。

低价课靠复制粘贴

高价课靠话术“注水”

揭秘套路：

制造焦虑、名师招牌、变现诱惑……

　 随着国产AI大模型DeepSeek的爆火，近
期市场上出现大批炒作DeepSeek概念的网络
课程，更有卖课机构推出利用DeepSeek“搞
钱”的“生财之课”。
　　记者调查发现，“井喷式”的DeepSeek
网课背后，存在一些利用技术焦虑“围剿”
消费者的陷阱。

加强监管力度

规范网络知识付费

  “井喷式”的AI课程为网络知识付费市
场敲响警钟。受访专家指出，监管滞后和缺
位、平台审核机制不足、授课资质要求不明
确等都为“问题课程”提供了可乘之机。
　　“网络课程作为虚拟服务存在监管难
题，使消费者面临投诉无门的困扰。与此同
时，网络课程一经售出就难以回溯，机构和
消费者之间容易产生纠纷。”北京大学政府
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规范网络知识付费，首先应当加强对行
业的监管和引导，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马亮
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数字平台和课程供
应企业的指导和规范，进一步完善网络课程
服务评价和信用机制。
　　同时，郑子殷建议，建立处罚机制，对
违规行为根据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处罚。
“要加强执法力度，依法查处存在欺诈行为
的培训机构，提高违法成本，以起到震慑作
用”。
　　受访专家表示，网络平台方也肩负着重
要责任，要对卖课机构和个人的资质进行严
格审查。《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中规定，对
于需要较高专业水平（如医疗卫生、财经金
融、法律、教育）的直播内容，主播应取得
相应执业资质，并向直播平台进行执业资质
报备，直播平台应对主播进行资质审核及
备案。
　　“消费者应保持理性的学习态度，不要
盲目跟风购买网课，警惕宣称‘无脑赚钱’
‘日入过万’的课程。如果在购买课程后发
现问题，要及时向平台或相关部门投诉，积
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郑子殷说。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