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工作的谢女士向媒体求助，
她的弟弟像走火入魔似地玩起了“土豪
游戏”，疯狂地给一名网络女主播打
赏，已经打赏了十几万元。由于父母贫
困，弟弟竟通过校园贷维持给女主播打
赏，就像得了妄想症，在朋友圈里故弄
玄虚摆出一副富二代的姿态。谢女士希
望媒体报道这事，一来怀疑有色情直播
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监管，二来通过曝
光让弟弟醒悟。

有 人 建 议 规 范 直 播 平 台 的 打 赏 ，
并根据参与打赏者的身份，出台一定
的“约束”条款。从直播平台的运行
看，只要其合法运营，主播没有违法
犯罪行为 （比如色情表演，主动索要
财物），其实是很难对已经成年的打赏
者身份进行识别并进行约束的。而这
类不顾家庭经济情况，借校园贷装阔
的疯狂打赏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其
心理出了问题。

对于心理问题，不能将其作为思想问
题和道德问题进行教育。比如谢女士说，

他还没有吸取教训；学校老师说，学院院
长和书记多次找他谈话，他还写了一份保
证书，态度非常诚恳，保证书字迹特别端
正，一笔一画的；有舆论分析他大手大脚
花钱给主播打赏，是没有责任心，贷款了

有家人帮其还，让他肆无忌惮。这都是把
心理问题作为思想问题和道德问题来进行

“教育”，而不是请专门的心理咨询专家咨
询，进行心理治疗。

对于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不论是学
校还是社会，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人
们通常会把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作为思
想问题和道德问题加以分析，认为大学
生不积极上进，消极颓废，于是给他们
讲人生成长成才的道理。穷学生的“土
豪游戏”，疯狂背后是自我的迷失，让
他走出迷失，学校、家庭和直播平台都
应该伸出手来。这也是对于所有有心理
问题学生应该有的共同的态度。

《北京青年报》2017.8.18 文/蒋理

贫 困 生 装 “ 土 豪 ”
心理问题需专业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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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工作都会被机器人抢走。目
前，机器人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从事一些
重复性的工作：比如在农场和工厂里，
或是建筑业、运输业等等。这些工作都
是通常所说的蓝领工作，传统上绝大多
数是由男性完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不
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是一个文
化问题，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而且更
关键的是，一个与性别有关的问题。

男人们感到了危机，他们不仅害怕
失去安全保障，也害怕失去他们的尊严
和人生意义。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灌
输了“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不富有，
你最好去做一些体力劳动来赚钱”这样
的想法。

我们对自动化的反应，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我们在 21 世纪令人尴尬的前期

阶段中确定的“男人”和“女人”的存
在意义。

一些政治言论将“男性工作”的衰
落归咎于外包和移民，但实际上自动化
将对这类工作构成更大的威胁，并且这
种技术进步是无法被国界所阻隔的。牛
津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预测，未来几十
年，美国 70%的建筑工作岗位将消失，
而这其中，目前 97%的建筑工作由男性
承担。同样地，目前 350 万交通运输行
业的从业人员中，95%是男性，而机器
人也在对这些岗位虎视眈眈。这很可
怕，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男人在家里或者
在大街上宣泄他们的愤怒和焦虑的原因
之一。

然而，尽管如此，另一些现象也同
时存在。当全社会对建筑机器人和自动
驾驶汽车惊恐不安时，那些传统上由女

性主导的工作岗位，即所谓的“粉领”
职业，是相对安全的，这些职位中包括
了一些无收入的工作、母婴类工作和一
些服务业。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测，未来
10 年，护理行业将需要 100 万从业者。

是否觉得男性的命运会和已经被淘
汰的 CD 机类似，这取决于如何定义男
人。

经过祖祖辈辈好几代人的熏陶，很
多人将自我价值和他们的工作表现联系
起来，而这些工作实际上是机械类的工
作，往往具有可预测性、重复性而且不
需要感情投入。问题在于，机器比人类
更善于做这些工作。那人类擅长什么
呢？人类更擅长需要适应性、同情心、
敏锐直觉的事情，更擅长做那些涉及交
流和思考的事情，更擅长制造让我们凌
驾于万物之上的艺术和音乐——简而言

之，我们更擅长让我们保持活力的事
情。但是我们通常认为这样的工作是女
性的专属。

一些男性已经表现出愿意考虑加入
“女性专属”类工作从业。在硅谷，当
今最热门的话题是普遍性基本收入，这
一概念由相对较为开明的风投和技术公
司的老总们提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
念，是为了在机器人越来越发达的时代
将人们的工作和工资相分离。

网易科技 2017.8.4

机器人抢工作居然也分男女？
男性工作最容易被AI淘汰 “粉领”职业相对安全

近日，一起大学毕业生误入传销组
织的死亡事件，引起人们对毕业生就业
的广泛关注。省人力资源市场提醒，承
诺一夜暴富的，多是骗局或传销。大学
生求职被骗，折射出当前毕业生就业形
势的严峻。对于诸如传销、假招聘、恶
意中介等为非作歹者，毫无疑问，监管
部门要加大排查，加强监管，为毕业生
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求职环境。但就毕
业生自身而言，关键要提前“补课”，
做到有备无患。

当前，谈及毕业生求职被骗，人们
往往将原因归结为其辨别能力弱，抵制
不住诱惑。事实上，辨别能力弱多在于
其涉世不深，而抵制不住诱惑，客观上
是由于当前就业形势严峻，每年成千上
万毕业生进入市场，优胜劣汰下导致不
少人成为流动待业者。如此形势下，毕
业生难免焦虑烦躁、急于求成，甚至饥
不择食误入歧途。再加上，身为大学

生，心头的优越感遭遇现实的无力感，
往往使其以身犯险。

按理来说，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大
学生本该早做打算、提早应对，可就当前
的大学生活来看，一些学生对自己的未来
却方向不明、规划模糊。明明知道在校时
与世隔绝、涉世不深，而临近毕业依然不
主动找寻实习机会，甚至不惜花钱买实习
证明。对自己的未来如此不当回事，又怎
么能确保在求职时顺利通过、脱颖而出？

眼下，社会变化迅速，工作节奏加
快，对毕业生的要求自然水涨船高。相
比于外部社会，大学校园保持着“遗世
而独立”的宁静，但这份宁静不是为了
让大学生躲避喧嚣、“闭关修养”，而
是为了让其安心“修炼”，长本事，提

能力，以不变应万变。三国谋臣诸葛亮
躬耕陇亩、尚未入世时，虽居茅庐却能
指点天下，大学生也应有如此心态、如
此储备，万不可画地为牢、得过且过，
更不可破罐破摔、一味沉沦。

常言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们
面临什么样的求职困境，就要提早做好什
么样的求职准备。大学生虽然“身在校
园”，但要“心在社会”，结合未来的职业
规划，时刻关注市场动向，练好“内
功”，增强本领，如此才能在找工作时有
的放矢，避免焦虑。万不可做温水里的青
蛙，虽陷困境却不自知。当然，对于各类
求职路上的“拦路虎”，社会各方要共同
发力，全力铲除，让大学生都能各展其
能。 《海南日报》2017.8.10 文/张成林

“你家孩子报了什么培训班？”这样
的问题在家长中可谓司空见惯。上海市
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
显示，有 57.1%的家长为孩子报名幼儿
园以外的早教课程，“早教热”成为不
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上过早教课的 3 岁前幼儿占比近
四成

本次问卷调查以上海 0 至 6 岁幼儿
家长为目标群体，共收集到有效样本
2138 份 。 调 查 显 示 ， 0 至 3 周 岁 幼 儿
中，有 39.9%参加过早教课程；4 至 6 周
岁孩子有 73.5%参加过。

“早教热”带来的社会问题值得
警惕

调查团队指出，不少家长的教育观
念掺杂了自身主观意志的功利想法，对
早期教育的认知也陷入一定误区。

专家认为，过早、过度进行早教不
利于孩子健康成长，不当的早期教育或
可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如在早期教育
中，过早地将儿童还不具备认识能力的
知识强加于孩子，只能引起他们的无
助、困惑甚至恐慌，使孩子们对自己的
能力产生怀疑。这种自信心丧失会泛化
到孩子的其他活动中，甚至影响他们的
一生。

此外，早教机构课程内容、师资力量
参差不齐，应引起重视。大部分以咨询公
司等名义从事早教业务的机构只需在工商
行政部门注册即可，准入门槛较低。

针 对 当 前 的 “ 早 教 热 ”， 专 家 认
为，应推行正确、科学的早教理念与方
法。家庭教育是早教的基础，早教课程
只能拾遗补缺，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
亲子教育更重要。早期教育并非超前教
育，也不意味着领跑，不能只注重认
字、背诗、阅读、学特长等智力开发活
动，更应关注孩子的全方位成长，培养
孩子的兴趣和行为习惯，注重人格教
育，增强孩子的学习能力、生存能力与
社会适应能力。

《中国教育报》2017.8.11 文/董少校

很多人都在大学时代参加过或长或
短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前往农村或
社区开展支教、支农、支医等活动。如
果学生们真能踏踏实实完成各种社会实
践,当然是一件好事。在帮助基层解决
一些实际困难的过程中,学生们也能更
好地了解真实的基层情况,掌握课堂上
学不到的知识。

但从现实来看,一些大学生并没有
真正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他们带着走
过场的心态参与社会实践，暴露了形式
主义之风。在“变味”的大学生社会实
践活动中，以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

一是弄虚作假；二是走马观花；三是
功利化心态比较普遍；一些大学生对社会
实践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对实践的内容
不关心，报告、总结却写得十分漂亮。他
们希望通过报告、总结获得荣誉，增加以
后考研、求职时的胜算；四是缺乏常识与
技能。一些大学生根本没有教书育人的能
力，却一窝蜂地跑到山区支教，除了混一
段经历，于各方而言都弊大于利。

在提倡个性发展的当下，一些学校
在组织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时，同质化严
重，不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个性的大
学生的实际需要。而在结果考评方面，

学校又缺乏科学的判定标准，过于倚重
报告材料而忽略学生的内心感受，也误
导了部分学生。他们不注重实践过程，
而只注重成果展示、总结汇报与包装。

社会实践是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
增长才干、回馈社会的重要方式，只有
回到这个“起点”，才不会变味、走
偏。如果搞不清楚社会实践的真正含
义,缺乏切实可行的行动策划、真实有
效 的 过 程 管 理, 那 么 ， 不 管 去 了 多 少
人、到了多少地方，所谓的社会实践，
都只会沦为一场场闹哄哄的“秀”。
《新华每日电讯》2017.8.11 文/夏白桦

毕业生求职要提前“补课”

某些大学生社会实践为什么会沦为作秀

早期教育非早期教育非““领跑领跑””
全方位成长更重要全方位成长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