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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金晓丽 王财利）“英
雄就在眼前，这才是我应该追的星！”“李叔叔太了不起
了，居然拿了那么多奖。”“李叔叔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为
他感到自豪！”……连日来，缙云籍现役军人、一等功臣
李步正来到多所学校作演讲，用心聆听军人故事后，同
学们感受到了别具一格的军人风姿。

矫健的身姿、黝黑的脸庞、会心地微笑，看到李叔
叔的飒爽英姿，缙云团结小学的孩子们眼里是满满的
敬佩，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相信有努力就会有回
报！谈起在新疆的部队生活，酸甜苦辣尽在其中。在
每一次训练中，我既增强了体质，也磨练了意志。即使
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也要练习十几个小时，流汗流血也
是兵家常事……”李步正以平实质朴的语言讲述了部
队生活和比赛时的精彩瞬间，并以切身感受和肺腑之
言，敲击着同学们的心灵，赢得了现场阵阵热烈的掌
声。

“听了李叔叔的演讲后我感触很深，我们在学习上
也应该像他一样不畏艰辛，面对困难也要勇往直前。”宣
讲结束，302班的吕鑫凯深有感触地说。

在李步正的母校缙云县宫前小学，李步正围绕“当
兵为什么”“当兵干什么”“当兵怎么干”三个方面，结合
自身军旅经历，向师生们作了教育宣讲。

宣讲结束后，学校 3名小记者找到了李步正进行采
访。“当兵有枪吗？”“当兵累不累？”“您的部队在很远的
地方吗？”面对小记者的采访，李步正逐一回应，耐心解
答。

此外，李步正还来到丽水中学、莲都区处州中学，演
讲现场秒变大型“追星”现场。

16 年，适应了驻守边疆的艰苦，艰辛付出终有回
报。六国军人同台竞技团队囊括全部金牌，一等功一
次，三等功 5次，优秀“士兵”“士官”5次。先施风雨，再
布彩虹，冬风虐罢春雨酬。李步正动人心弦的故事深深
打动了老师和同学，因感动和敬仰而响起的掌声在报告
厅内经久不息。

在互动采访环节，同学们纷纷化身小记者，探究英
雄是怎么炼成的。李步正在答疑解惑的同时，鼓励同学
们注重每一个小细节，管控好电子产品，不服输不怕输，
自律自信，坚信量变产生质变。

鲜花和掌声是对演讲者最好的致敬，但对英雄最高
的致敬是化感动为前行的力量。“只要心怀责任和理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英雄。”处州中学 808
班江玥同学表示，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她会把李班长
作为精神榜样和行动标杆，在未来践行对祖国和人民的
使命和担当。

一等功臣进校园
一言一行成精神标杆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周波）日前，丽水市第
九届中学生排球联赛在市体育中心莲花馆鸣金收兵。
来自丽水各县（市、区）和市直属学校的 32 支代表队、
400余名运动员在赛场上一展青春风采。

此次赛事共设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高中男子
组和高中女子组 4个组别，运动员们将日常的刻苦训练
以及彼此间的默契配合得淋漓尽致。

鱼跃救球、双人拦网、隔网暴扣……经过 4天的激
烈角逐，缙云县仙都中学包揽了高中男子组和高中女子
组第一名，青田县山口镇初级中学、青田县温溪镇第一
中学分别斩获初中男子组第一名和初中女子组第一名，
丽水旅游学校、庆元职高、景宁澄照学校、青田县章旦中
学教育集团仁宫分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王涛涛等
人获得优秀教练员称号，王舒婷等人荣获优秀运动员。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两年全市中学生排球
整体水平提升很快，为进一步增进各队之间的交流与友
谊，提升赛事文化，本届赛事重点要求在每场比赛开赛
前双方队长互换队旗，各队在比赛过程中听从裁判员的
引导完成各项赛事礼仪，赛出了水平和风格，也体现出
中学生良好的精神面貌。

丽水市第九届中学生排球联赛落幕

400余名排球小将
赛场上展青春风采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
样……”曾经，一首《孤勇者》成为中小
学生的“社交暗号”。而现在，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我真的会谢”“芭比Q”
“栓Q”“你个老六”等一些网络烂梗在
我市中小学生中很流行，这些网络用
语孩子们用得很顺畅，成为了新型“社
交语音”，但一些老师和家长却对此很
无奈，认为这是无礼的表现。面对这些
“魔性”的网络用语，我们应该怎么面对
呢？记者就相关话题进行了调查走访。

“以下这些网络用语你曾说过吗？”日前，记者
对我市三所不同学校的三个班级的 142位学生进
行了调查，其中小学四年级学生 46 人，小学五年
级学生 47 人，初二学生 49 人，91%的学生表示曾
说过这些网络用语，超六成学生还将个别热词当
成了自己的口头禅。调查显示，在我市中小学校
园，学生们最爱说的是“芭比 Q”，占 37%，其次分
别是“服了你个老六”“666”“栓Q”。

学生们所说的这些流行用语是从哪儿学来的
呢？调查显示，近八成学生是通过刷抖音、快手、
哔哩哔哩等视频平台了解到这些热词的，也有部
分是和同学朋友聊天时学会的。五年级男生小昊
（化名）说，他平时不怎么上网，父母只让他在周末
玩一两个小时的手机，他偶尔会刷刷短视频，但他
的同桌小周（化名）是一位手机迷。“隔段时间他就
会对我说一些新的词语，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并不
懂真正的意思，还特意请教他，知道意思后同学们
也就慢慢学着说起来了。”小昊说，现在很多同学
都知道这些网络流行语，在大家日常的交流中都
会时不时地说上几句或几个词语。

市区一初二女生小许说，她几乎离不开网络
流行语，比如快迟到时，她会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

“完了，芭比Q了”；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她会说
“我真是个大冤种啊！”当身边朋友发烧咳嗽时，还
未“中招”的她则会让朋友“退！退！退！”……

除了在中小学生群体外，记者发现这样的情
况在幼儿园中也出现了。“我们班里有几个男孩时
不时蹦出一两个网络词汇或者来一段网络舞蹈，
其他同学也就跟着说了。”在市区一所幼儿园内任
教的刘老师告诉记者，说这些网络流行语的以男
孩子居多，他们甚至都不懂词语的意思，多数因为
平时爱刷抖音等短视频知晓的。

记者了解到，同学们所说的这些流行用语并
非凭空创造，每一个都有明确的“出处”，通常来自
一些视频、游戏等，因为其中的一句话或某个场
景，被一些网友发现并反复传播开来。例如，“栓
Q”是某条新闻中，因为受访人用英文说“谢谢你”
发音不标准，而被一些网友争相模仿；另一个热门
用语“你个老六”，则是从某款游戏中诞生的，在团
队游戏中一旦有人不听指挥、脱离团队，这样的玩
家就会被称为“老六”。

对于这些网络烂梗，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带有一定的恶意和黑化，有些用语甚至还
涉及色情、暴力等不良行为。

记者调查： 九成以上学生说过各类网络烂梗

对于孩子们经常说的网络流行语，家长了解
其含义吗？他们支持孩子说吗？调查显示，53%
的家长能大部分听懂孩子们说的是啥，31%的家
长表示基本了解，还有 15%的家长完全听不懂。

记者调查发现，有 51%的家长不支持也不反
对孩子说网络流行语，有 30%家长不想让孩子
讲，只有 17%的家长支持孩子说，认为这是孩子
的圈子。

莲都区城北小学学生杨万诚的家长这样说：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孩子们也会时不时接触
到网络，有时在家里会听见孩子偶尔说一两个大
人们听不懂意思的词语，比如芭比Q啦，栓Q等，
刚开始不习惯，慢慢懂了之后，我们也习以为常
了，网络上的用词，随时随地会融入我们的生活
和学习，我们不能拒绝，但是可以接受，不排斥！”

但也有家长认为，现在的网络流行语很不文
明。家长周先生表示，前几年流行的多是“绝绝
子”“YYDS”（永远的神）这些网络流行语孩子爱
挂在嘴边，他觉得也没啥不好的，可在五一假期，
他和孩子一起外出游玩，孩子在游乐场遇到排队
就说自己是个“大冤种”，赶不上演出又说“芭比
Q”……“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词戾气十足，对于六
年级的男孩来说不合时宜，很不礼貌，我是很反
感的。”周先生说，一旦孩子用惯了网络用语，会

分不清场合，把一些含有调侃、贬义的词用在不
正确的场合和长辈身上，就显得很没有教养。

“上个月，我儿子看到我爸上厕所忘了冲水，
他上来就是一句‘服了这个老六’，我听到后十分
恼火，觉得他没大没小的。”平时也爱刷抖音了解
不少网络流行语的五年级学生家长陈先生说，虽
然事后儿子跟爷爷道歉并解释这是日常跟同学
打趣说惯了才会脱口而出，但他还是批评了儿
子。

调查中，有 52%的家长表示不想让孩子说这
些网络流行语，自己也不会去学习，也有 48%的
家长表示听不懂的话会主动问或者网上查询相
关的意思。

小学生杨尚绮的妈妈认为网络流行语对于
中小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小学生。

“小学生对这些网络用语一知半解，有些词分不
出是褒义或贬义，只是觉得好玩人云亦云，这样
的话，在沟通过程中就容易引起误会，往大了说，
会觉得孩子教养不好，品德不好。”杨妈妈表示，
作为家长，眼下也只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好解释并
引导，让孩子们明白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能

“言论自由”的，避免孩子们用贬义的流行语与人
交流，造成不好的影响。

家长观点：超一半家长不想让孩子说

前不久，人民网官方发文，专门提到了目前
在校园中流行的网络烂梗：“不能让恶俗的网络
烂梗毒害孩子。”文中专门提到，“鸡你太美”，一
点都不美；此外，“你个老六”等网络烂梗也被点
名批评。

采访中，不少老师表示，课堂上是坚决禁止
使用这些词汇的，但下课和在校外，就很难控制
学生了。“有时候孩子说的话，我都听不懂，还要
去网上查一下。”面对网络流行语在学生中传播
的现象，老师们也有些无奈。

年轻教师黄周颖表示，网络流行语有利有
弊。“利在于它新鲜，很容易记住，满足学生们的
新鲜感，也很方便快捷，只需简单的几个符号就
可以表达意思了，言简意赅，还能促进汉语向现
代化与幽默感发展。”黄老师说，当然也有弊端，
毕竟网络语言不是大众化语言，很多人不理解其
中的内涵就会一头雾水，同时，网络语言的盛行
会使现代汉语失去了语言的音乐性与字词的严
谨性，加上网友们的随意改变与混用，导致了现
代汉语语音方面产生极大窘境。

频繁使用网络流行语，特别是网络烂梗，会
对孩子有多大的伤害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家庭教育讲师陈洁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
幼儿园、小学的孩子是非辨别能力较差，容易受
到不良价值导向影响，不少网络动作和语言都会
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影响青少年正确价值观
的形成。”陈老师说，一些网络流行语是音译过来
的，孩子们常说这些极有可能让他们混淆读音和
含义，造成误读、误记。甚至有些网络流行语存
在语法错误，影响孩子的语文学习，破坏了正常
的语言环境，导致他们缺少语言表达能力。

此外，陈洁也坦露孩子们使用网络流行语的
原因。“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时代不同，大
家的观念、行为和交往方式会不同，对于现在的
孩子来说，他们都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这些
网络流行语在他们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
们家长可以去适应孩子的方式，只要不是辱骂、
诋毁等不良的词语都是可以拉近亲子关系的。”
陈洁说，家长适当说网络流行语，可以走进孩子
的内心世界，缩小代沟，增进亲子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放任不管，尤其在幼
儿园、小学阶段，正是学习习惯养成的时期，家长
要格外注意。同时，陈老师不建议家长在孩子面
前刷含有这类热词的视频，如果孩子喜欢在日常
交流中使用网络流行语，家长可适当引导或转移
话题，让其从官方主流权威媒体上获取，还能在
作文中灵活运用，给文章增色。

专家建议：
家长应积极引导孩子
辨别网络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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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

91%的中小学生说过网络烂梗
专家建议：家长应积极引导，帮助孩子分辨准确与否

■本报记者 吕恺 通讯员 谢文军 周萃

“退！退！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