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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网络“烂梗”
成人责无旁贷

今年 4月 2日是第十六个世界
孤独症日，如何关爱孤独症儿童再
次引发舆论关注。有媒体采访了北
京大学医学部幼儿园园长吕玲和北

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贾美香等。该园自2007
年开始探索融合教育，共干预了 845名孤独症儿
童，并有80余名幼儿顺利进入普通小学上学。

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一些患有轻度自闭
症的孩子，即使智力条件足以支持其进入正常学
校求学，但由于其特有的症状可能会扰乱正常秩
序，也会面临同学家长的排挤和拒绝。

在融合教育模式之下，经医学诊断评估，符合

入园接受融合教育条件的儿童可以入园就读，接
受与普通孩子几乎无差别的教育。开展融合教育
当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既需要有相关的师
资设备，还要有提供相应支持的系统；既要“一人
一案”对特殊儿童提供帮助和进行行为干预，也要
与普通儿童进行交流沟通。

一所学校的成功探索，固然令人眼前一亮，但
要推广普及，却殊为不易。解决孤独症儿童“入学
难”，依然面临严峻的现实——孤独症孩子很难享
受到特殊教育，很多普通公立学校又未开展融合
教育。不少孤独症儿童即便是经过特殊教育训练
后，进入普通学校参与融合教育，仍会遭遇其他孩

子与家长的排斥。
尤其到中小学阶段，由于应试倾向的客观存

在，要让孤独症儿童“同班就读”，其难度可想而知。
自孤独症进入国人视野，已然 40余年，我国

在康复、教育等领域也出台了系列相关政策，孤独
症患者和家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爱和支持。孤独
症核心症状尚无药物可以治愈，但近年来越来越
多研究发现，早期发现、早期行为干预和教育可显
著改善孤独症患儿的不良预后。消除美化和排斥
两种误解，正视孤独症患者的生存困境和教育困
境，让更多“星星的孩子”融入正常生活，还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 （据《钱江晚报》胡欣红）

让“星星的孩子”不再入学难

3月 30日，一名美妆网红发布一段长约 8分
钟的视频，称确诊罹患肝癌,但在视频的最后一
秒，字幕却提示内容均为虚构。视频发布后，不
少网友质疑其存在误导。3月31日，该网红所在
多个平台均宣布对其处罚，相关视频平台被网信
部门约谈。

现如今的互联网世界流行着一种营销套路，
凡涉及流量变现便难以绕过叙事营销这一模
式。靠讲故事尤其是讲悲情故事吸粉带货近乎
成了百试不爽的流量收割机。此类剧本主打的
是一张悲情牌，故事的主角往往是无助的“弱
者”，主基调则是“苦难”。精心编排的苦情戏码
叠加主播堪称精湛的演技、催人泪下的背景音
乐，极易激发怜悯和同情之心，也由此引来不少
网友慷慨解囊。

诸如此类的桥段在近年来可谓屡见不鲜。此
前，山东一主播就在直播平台发布卖惨视频、虚构
卖惨故事，骗取受害网友大额财产，致人因背上网
贷而自杀。原本充满善意的捐赠最终成了一地鸡
毛，甚至直接升格为法律事件，不免令人唏嘘。当
然，这个案例或许稍显“极端”，但也说明了一个共
性问题：拿公众善意作为牟利工具的悲情营销，本

质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欺骗。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放在个人头

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讲究的是“诚信”二
字。同理，将其置于市场经济角度考量，交
易秩序的维系同样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类
似卖惨事件之所以频频引爆舆情，很大原
因也就在于这些用夸张的手法制造出的廉
价悲情戏挑战了道德底线，也屡屡辜负社
会善意、透支社会信任。与其他社会资源
类似，同情心及其背后的社会注意力是相
当有限的。套路化的故事讲多了，实质上
是一种对善意资源的过度消费，长此以往
社会信任成本、交易成本也会不断加高。
带来的直接后果或许是，人们对悲情故事
不再敏感，奉献爱心的“阈值”变高，而那些
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需求便在重重顾虑中
得不到应有的满足。

公众善意和信任经不起太多“悲情故
事”的透支和消耗。为激活更多社会善意、
培厚社会信任土壤，有必要给这些卖惨视
频制造者好好上一课了。

（据《广州日报》付迎红）

临近清明，网络祭祀
乱象频出，有平台设置

“香火排行榜”，祭拜品越
多，纪念馆排名就越高。
同时还设计了复杂的供
品道具和套餐体系，诱导
祭扫者充值打榜，把网络
游戏、直播的“规则”引入
祭扫活动，让本应严肃的
清明祭奠跑偏变味。

互联网时代，以“云
祭祀”表达深切哀思，是
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可
以推动绿色、健康、文明
祭祀。但是，网络祭祀不
是大发横财之机，活动必
须严守相关法规与社会公序良俗。确保网络祭
祀平台规范有序运行，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

和网民形成共治的合力，还网络祭祀以“清
明”气象。 （据《湖南日报》王少华）

网络祭祀不是大发横财之机

卖惨故事莫成“狼来了”

“你个老六”“我真的会谢”“芭
比Q”……这些被网友玩出花的梗，
如今正在未成年人的社交词汇中
流行。近日，南国早报微信公众号

就青少年使用网络“烂梗”情况发起问卷调查，八
成受访家长坦言自家孩子有说过网络“烂梗”。

“鸡你太美”“你个老六”“你行不行啊，细
狗”……类似这样的网络烂梗，在各种网文、短
视频平台风靡一时，被很多网友效仿和引用。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网络文化的组成部分，无伤
大雅，但是当这些网络“烂梗”从网络走向生活，
尤其是走向未成年人的社交生活，成为他们的
语言习惯，问题可能就不是“无伤大雅”那么简
单了。

如果细究这些网络“烂梗”的来历，很多都
有恶搞、低俗乃至恶俗的成分，如果中小学生过
多沾染，对他们学习语言的规范使用会有很大
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他们提升语文素养。与此
同时，当孩子们张口闭口就是网络“烂梗”，给人
以出口成“脏”的感觉，则既与青少年积极健康、
阳光向上的形象不匹配，同时也不利于他们正
确价值观的形成。

客观上我们要承认，现在的青少年，不可能完
全和电脑、手机等营造的网络世界绝缘，所以也就
不可能完全和各种各样的网络“烂梗”绝缘。但问
题的关键在于作为孩子们身边的成年人，要引导
孩子认识到网络“烂梗”的负面影响，帮助他们净
化语言环境，从而减少网络“烂梗”给他们带来的
危害。

作为家长，首先要自己在日常聊天中避免使
用这些网络“烂梗”。当发现孩子在使用网络“烂
梗”的时候，作为家长就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引
导，告诉他们使用这样的“烂梗”和别人说话，是不
礼貌的，也是不受欢迎的。

而有些孩子，不但在学校和同学之间聊天会
使用网络“烂梗”，觉得这是一种很酷很潮的事情，
甚至还把这些网络“烂梗”写到了作文里。这个时
候，作为老师，同样要加强对孩子们的教育和引
导，还可以通过召开主题班会的形式，讨论、评析、
情景模拟等，让学生在参与讨论和角色扮演中明
白言行要有底线。

多数青少年还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对于网
络“烂梗”，他们可能只是觉得好玩、有趣，或者是
为了跟风而去使用，但是久而久之，就可能从语言
到价值观都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作为父母、老
师，需要给予及时的教育和引导，积极帮助孩子纠
偏纠错。

（据《泉州晚报》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