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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政
策的调整，全国各地大部分高校
的校园也陆续对外打开校门。不
过，目前各高校普遍只向校友和
在校师生员工的亲友开放，普通
公众凭身份证预约进出大学还
是奢望。

多所高校
公众没有预约资格

据了解，大部分高校对校外
人士的开放是从校友开始。今年
1月中旬，清华、北大、人大等多
所在京高校宣布校友凭借电子
校友卡可以入校。其中只有北大
在向校友开放之前已先行为在
校生开放预约亲友入校的权限。
2月6日起，清华、人大的在校学
生或教职员工都可通过线上系
统预约亲属和朋友来访学校。此
后，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工
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众多在
京高校也先后宣布上线师生亲
友访客预约系统。

除了北京，国内其他地区的
高校也都在 2月以后向校内人
士的亲友开放。2月 10日，上海
交大宣布学生亲友和校外人员
可通过学生本人或学校二级单
位申请进校。2月 17日，华东师
范大学管委宣布，包括家长、亲
友、社会人士等在内的校外方可
由该校师生员工通过企业微信
相关系统进行线上报备后刷身
份证入校。3月 14日，复旦大学
宣布开放校友入校权限，复旦校

友可通过校友服务平台申领进
校权限，一次申请长期有效。3
月 16日，复旦大学宣布校外访
客可通过在校师生邀请凭身份
证进入校园。

不过，在记者查询的十余家
高校里，校外人士想进入校园都
必须在校内有“关系”，要么是校
友，要么是在校学生或教职工的
亲友，要么是到校内办事。除了
校友，校外人士进校园都要通过
校内人士或单位预约，普通公众
连预约资格都没有。

“黄牛”报价
进北大每人150元

上周，外地大学生小沈到北
京参加研究生复试，顺路把父母
和妹妹一起带到北京旅游。清华
大学是小沈妹妹的“梦中情校”，
因为在清华校内没有熟人，没法
进校门，小沈只得在社交平台上

发帖找网友求助，却吸引来好几
个“黄牛”。“可能是知道我们比
较着急，他们的报价一个比一个
贵，最后我们 4个人花了 480元
才进了清华的大门。”小沈感叹，

“帮人预约进清华也成了生意。”
据了解，由于北大的预约限

制比清华多，北大的价格要高于
清华。目前，北大每个学生每日
最多申请 2人次，一个月只能预
约 8人次，而清华一次最多可约
5 人。预约进北大，每人价格在
150元至 200元，预约进清华的
报价在 80 元至 120 元。相比清
北，国内其余高校预约进门的

“黄牛”报价一般在几十元左右。
比如厦门大学的报价基本在 30
元至 60元之间，武汉大学多为
二三十元。

除了社交平台，连电商平
台上的一些旅行社也开展起相
关业务。记者以游客身份咨询
了一家旅行社的客服，对方表

示，现在预约进清华每人 100
元，人多可以打折，最低每人 80
元，但五一期间名额紧张，每人
120元。该旅行社还可以安排预
约进北大，但是北大更贵，每人
最少 150 元，五一期间都约满
了。

学生为无关人员预约
校方明令禁止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主动
揽客的“黄牛”一般都不是高校
的学生或老师，只不过是认识校
内师生或教职员工，最终也都是
通过这些校内人士来预约。有些
校内人士是出于好心无偿帮忙，
有些可能跟“黄牛”有分成交易。

事实上，即使学生是无偿帮
无关人员预约进校，也是违反学
校规定的。据了解，各大高校都
明文规定，预约人应确保来访人
员身份真实，严禁学生为无关人
员预约。

比如，清华大学规定，预约
人应确保来访者身份真实、来访
事由正当。如有为无关人员预约
或转借、转租账号为他人预约等
情形，将按校纪校规进行处理处
分，必要时取消违规预约人员的
预约权限。

不少在校大学生听说黄牛
党的存在后也表示“自己不会
赚这种钱”，这种行为不仅违反
校规会给校园安全带来风险，
也是给学校声誉抹黑。据了解，
某著名高校的一位校友在网上
发现“黄牛”后，曾向学校举报，

替“黄牛”预约的同学最终受到
学院处分。

浙大恢复
向普通公众开放

4月 1日，中国人民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在社交媒
体上吐槽，送到学校的快递，除
了两家快递公司可以直接送到
办公室，其他公司的快递一律要
到统一集散地排队去取，一些快
递公司连进入校园都没机会；外
卖也是这样，只能到门口取餐。
这使师生生活的便利性受到很
大影响，也使相关企业人员负担
增加。

相较生活上的不便，人大经
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则更担心校
园的不开放对知识传播造成“巨
大障碍”。他举例说，一位教师在
校内开办讲座，希望听的人越多
越好，尤其是对大多数领域来
说，理论界与产业界的交流本就
是很重要的。现在他已不再举办
讲座，因为听众基本都是校内师
生，实际上与普通课堂也没什么
差别。

很多人希望恢复普通公众
实名预约入校。事实上，已经有
高校开了好头。3月 14日，浙江
大学宣布，自次日起，社会公众
可通过支付宝“浙大通”小程序
自行预约，预约成功后，可凭身
份证或“浙大通”码，在相应时
段通过人行闸机进入预约校
区。

据《北京青年报》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正在读
小学的孩子总喜欢做一个奇怪
的动作：双腿下蹲，手臂前伸，高
频率地做“拉锯式”的晃动。

也许，你会以为这是一种新
型舞蹈，或者是一种体育运动。
对于小学生而言，这是一种社交
语言，他们称之为“电摇”。这个
并不雅观还不礼貌的手势举动，
在孩子们中特别火，成为继《孤
勇者》后，在小学生群体中出现
的又一现象级行为。

传播速度越来越快

说起“电摇”这个词，很多人
都是“一头雾水”。即使与学生接
触非常多，许多老师起初听说或
者看到“电摇”也没太在意，直到
越来越多学生表示因为“电摇”
而受伤时，他们才想起一定要弄
明白“电摇”是什么。

“刚开始看到班上有学生做
这个动作，还以为是孩子们的新
游戏，只是不太雅观，也没有制
止，但后来不断有学生来跟我说
某某‘电摇’他，自己感到很委屈，
很气愤，我这才意识到‘电摇’已
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武汉一
位小学班主任告诉记者，这个并
不优美，甚至还有些低俗的动
作，正以病毒式传播速度，快速
渗透到小学生群体中。

腿部深蹲，一只手平举横置
于胸前，另一只手作突刺状在其
上下来回穿行，配合下半身快速
地跨步抖动或蹲起——这便是

一套完整的“电摇”动作。
谈及“电摇”，许多家长都有

共鸣。有家长表示，在学校门口，
在小区楼下，甚至在公交车站，
都看到好多小男孩相互做这个
夸张动作，很令人反感，非常不
礼貌。但这似乎是他们之间以肢
体语言进行的社交。

关于“电摇”的由来，网上流
传着各种说法。比较令人信服的
说法是来源于一款网络游戏里
的动作，这个动作表达的是鄙视
嘲讽对手的意思，曾多次被老玩
家建议删除。也有学过舞蹈的家
长表示，这其实是许多舞蹈中都
会用到的一个衔接动作。

然而，这个本来毫无意义的
动作，在小学生群体中非常流
行，且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应用
场景越来越广。一些老师发现，
在他们一转身，就有小学生在背
后做“电摇”动作，然后更多的学
生加入进来，一起“电摇”。

孩子“跟风”
家长担心

许多家长发现，孩子总是出
其不意突然就“电摇”一下，一些
更小年龄的幼儿园小朋友或更
大年龄的初中生也开始跟风，动
不动就扭几下。即使家长普遍认
为这是无知无礼的表现，予以呵
斥制止，但无法遏制这一“社交
语言”流行的迅猛势头。

众所周知，小学生的上一个
社交语言是《孤勇者》。很多小孩

甚至不清楚歌词的意思，但只要
旋律起了，气氛到了，就会控制
不住地唱下去。慢慢地，这首歌
被演变成“儿歌”，传遍校园内外。

相比当初《孤勇者》成为小
学生统一的“接头暗号”，如今，

“电摇”成为他们的新社交语言，
而且更加“魔性”。有的学生把它
写进作文里、日记中，让老师哭
笑不得。有的孩子一边做着“电
摇”动作，单手还竖着中指，嘴里
还念叨着“你个老六”“鸡你太
美”等口头禅，甚至是脏话，让家
长生气又担心。

有媒体对近 1000名家长做
的调查显示，生活中有过这种社
交 语 言 的 学 生 中 ，男 生 占 比
50.4%，女生占比 49.6%，各占一
半。按年级来划分，小学一年级
至三年级占比 38.62%，四年级

至六年级49.15%，初中11.44%，
还有不足 1%的幼儿园孩子。同
时，43.71%的家长认为这些社交
语言对孩子在语言表达、价值观
方面有一定负面影响，近45%家
长认为“负面影响较多，孩子很
容易被带坏”。

这些家长的担心不无道理。
小学、幼儿园阶段的孩子“三观”
还不成熟，是非辨别能力差，可
能只是觉得“好玩”“有意思”就
去模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涂艳国教授说，如果孩子不分场
合、不懂礼节地做出各种令人反
感的行为举止，甚至夹带不文明
不健康的动作和语言，久而久
之，就会成为孩子的行为习惯，
甚至是难以改正的坏毛病，从而
影响孩子的价值判断，带偏孩子
的成长轨迹。

不要当成“洪水猛兽”
也不可任其发展

无论是传唱《孤勇者》还是
做“电摇”动作，无疑是一种稚嫩
的情感表达方式和社交方式。

“每一代人学生时代，都有属
于他们的‘非主流文化’。就像现
在的‘80后’家长，在小时候也追
星、哈韩哈日一样，是成长过程中
的时代烙印。”涂艳国说，特别是
在当前的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下，
随着接触社会、接触网络越来越
多，小学生就难以避免从网络上
或同伴中学到语言或动作。一些

“无伤大雅”的社交语言是孩子天
真的快乐，也有助于孩子融入集
体，培养社交能力。家长可以不必
过分担心和盲目干涉。

当然，也不可任其发展。长期
从事学生心理健康辅导的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刘玉容认为，作为
家长和老师，应以辩证、警惕的心
态对孩子进行规范的社交礼仪及
文明用语教育，尽早帮助他们提
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内心建起
一道“防火墙”，自动屏蔽掉不良
信息，不被外界环境影响。

刘玉容说，家长和老师都要
开诚布公地与孩子进行探讨，询
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理解
孩子真实的想法和心情，并告诉
孩子不良社交语言背后的意思，
使用这些词语或动作的不良影
响，帮助他认识到文明举止的重
要性。 据新华每日电讯

进北大最低每人150元 可能有校内人员参与分成

大学校园限入 黄牛党“乘虚而入”

从《孤勇者》到“电摇”

小学生的社交语言，为啥这么“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