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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电脑游戏，手机游戏更加便

捷、易操作。排队、坐地铁、躺在沙发

里⋯⋯手游都能让人随时随地进入游戏

世界，得到休息和放松。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对 2008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60.8％的受访者称身边的

中学生最爱玩手游，58.6％的受访者最

初玩手游是为了消磨时间，55.4％的受

访者建议通过运动、听音乐等其他方式

排解生活压力。

60.8％受访者称身边中
学生最爱玩手游

吴 是北京某高校大二学生，最近

她迷上了一款养成类的手机游戏。“开始

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玩了一段时间

后就着迷了”。

你 身 边 哪 个 年 龄 段 的 人 最 爱 玩 手

游？调查中，60.8％的受访者称身边的中

学 生 最 爱 玩 手 游 。接 下 来 是 大 学 生

（57.1％）、职 场 人 士（30.9％）、小 学 生

（22.8％）和研究生（10.6％）等。

调 查 显 示 ，30.1％ 的 受 访 者 平 均 每

天 花 在 玩 手 游 上 的 时 间 在 半 个 小 时 以

内，33.8％的受访者在半个小时到 1 个小

时，16.3％的受访者在一两个小时，每天

玩 两 个 小 时 以 上 的 受 访 者 占 4.7％ ，

12.4％的受访者从来不玩。

“确实会很浪费时间。”吴 坦言，自

己一度有些沉迷游戏，“只要不上课，就

想一直窝在寝室里打游戏”。一局游戏的

时间通常在半个小时左右，如果双方“武

力相当”，甚至要一两个小时才能结束，

那段时间，吴 每天玩手游的时间都在

3 个小时以上。

“最大的诱惑力在于游戏中‘战斗’

时的激烈感，用法师‘抢蓝’（某款游戏术

语）的时候，真的会肾上腺素飙升，很激

动。”吴 说，这样的游戏体验能减轻日

常学习带给自己的压力。

河北保定某高一学生陈珂（化名）则觉

得，手游最好玩的地方在于“有朋友带”。“如

果谁玩得特别厉害，就会有很多人找他‘求

带’，有点像师傅带徒弟的感觉”。

调 查 中 ，43.0％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手 游

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精良唯美的游戏界

面。其他还有：与队友“团体作战”时体验

到的自我价值和“游戏快感”（41.9％）、

段位比较中产生的优越感（38.3％）、引

人入胜的游戏剧情（34.1％）、击杀对面

玩家时产生的满足感（30.8％）和遇到同

好者带来的归属感（19.7％）等。

55.4％受访者建议通过
运动、听音乐等方式排解生
活压力

谈 及 最 初 玩 手 游 的 原 因 ，58.6％ 的

受访者是消磨时间；36.5％的受访者是

被朋友推荐；34.8％的受访者是因工作

学习压力大，需要排解；32.1％的受访者

是出于好奇；15.6％的受访者是因为身

边朋友都在玩，不玩会显得不合群。

杨承皓在北京某公关公司上班，在

他所在的工作组，休息时间一起玩手游

成了新流行。“我觉得只要不影响工作，

大家一起打打游戏也挺好的，能增进感

情”。许多游戏都用微信号绑定，可以直

接检索出微信好友中同样在玩这款游戏

的人，看到排名，“‘攀比’名次也是游戏

的乐趣之一”。

对于当下不少中小学生沉迷手游的

现象，51.6％的受访者认为家长需要加

强引导，防止孩子沉迷游戏；40.2％的受

访者认为长时间使用手机不利于孩子的

身体健康；31.6％的受访者担心以历史

为背景的游戏会不利于孩子建立正确的

历史观。

此 外 ，31.4％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手 游 能

锻 炼 孩 子 的 团 队 协 作 和 反 应 能 力 ；

30.4％ 的 受 访 者 觉 得 手 游 作 为 课 余 放

松，无可厚非。

为了戒掉手游的瘾，吴 尝试给自

己立下规定，在完成每天学习任务后，可

在 睡 前 玩 半 个 小 时 放 松 。“ 效 果 十 分 显

著，但重在坚持”。

不 过 分 沉 迷 手 游 ，你 有 哪 些 建 议 ？

55.4％的受访者建议通过运动、听音乐

等其他方式排解生活压力。其他还有：严

格设定玩手游时间（47.8％）、培养一项

兴趣爱好（41.3％）、始终让自己“有事可

做”（40.3％）、把玩手游作为达成某项目

标时的奖励（25.6％）、提前规划每天的

日程安排（19.4％）和直接卸载手机游戏

（15.2％）等。

受 访 者 中 ，00 后 占 1.0％ ，90 后 占

19.8％ ，80 后 占 52.4％ ，70 后 占 20.3％ ，

60 后占 4.9％，50 后占 1.3％。

60.8％受访者称
身边中学生最爱玩手游
58.6％受访者玩手游是为消磨时间

学院 2017 年面向全国招生 3900 人，欢迎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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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孙 山

前不久，江苏省政府法制办就 《江苏

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

法〉 办法 （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其中

规定，女方享受产假期间，男方享受十五

天护理假和不少于十五天的共同育儿假。

有人说，这是宣传男女共同承担育儿责任

的重要方式。

上 周 ，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联合问卷网，对 2009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69.5%的受访者认为男性参

与 育 儿 可 以 强 化 男 性 在 家 庭 中 的 作 用 ，

促进家庭分工合理化。70.4%的受访者认

为应该由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

受 访 者 中 ， 男 性 占 48.7% ， 女 性 占

51.3%。80.0%的受访者有孩子，20.0%的

受访者没有。

69.5%受访者觉得男性参
与育儿更合理

家在哈尔滨的余诗桃 （化名） 今年 5
月刚生下宝宝。“我先生单位没有专门的

育 儿 假 。 他 在 我 坐 月 子 时 连 年 假 带 请

假，一共休了一个月陪在我身边，帮我照

顾孩子”。

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的李艳有个 3 岁

的孩子。“我老公是做工程的，经常要加

班。在我怀孕 8 个多月时，他还在外地出

差。我生孩子时，他只请了 3 天假。后来

我坐月子期间，他也是正常上班，基本是

婆婆帮我照顾孩子”。

调查显示，59.8%的受访者表示身边

很 多 男 性 会 在 女 性 生 育 时 休 假 陪 护 ，

31.2%的受访者认为这样的情况比较少。

“感觉我周围的朋友，丈夫能在妻子

生育时陪护 1 周左右就算不错了。有的男

性认为照顾孩子是女人的工作，还有的人

嫌 带 孩 子 累 就 借 口 工 作 忙 ， 什 么 都 不

做。”李艳说。

余诗桃认为，女性一边坐月子一边带

孩子很辛苦，如果老公能搭把手会减轻许

多工作。而且女性产后的情绪、心理不稳

定，如果老公在旁边陪护，能带来很大的

安慰。

李艳认为，如果可以让父亲参与到照

顾婴儿的过程中，有利于家庭和睦和亲子

关系的培养。

对于男性参与育儿，69.5%的受访者

认为可以强化男性在家庭中的作用、促进

家庭分工合理化，61.2%的受访者认为可

以帮助女性带孩子、使男性关注孩子的成

长 ，59.6%的 受 访 者 认 为 可 以 照 顾 女 性 、

调节女性产后情绪，32.7%的受访者认为

可以减少对女性的职场歧视、促进职场性

别平等。

70.4%受访者认为应由父
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

调查中，70.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由

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13.7%的受访者

认为应该由母亲承担，13.6%的受访者认

为应该由父亲承担。

“ 在 传 统 观 念 中 ， 女 性 应 该 相 夫 教

子，承担带孩子的责任。但是育儿不应该

只是女性的责任，在家庭中父亲和母亲一

样重要，育儿应当由男女共同完成。”李

艳也对男性参与育儿存在一些顾虑。“虽

然之前规定男性有陪产假，但是真正落实

起来很难。尤其一些男士是单位的骨干人

员，有时还要出差做项目，休一次假要协

调各种工作，很少能休得上这样的假”。

对 于 江 苏 省 法 制 办 提 出 的 男 性 育 儿

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马春华认为，实际上，这并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育儿假。“15 天护理假和 15 天共同

育儿假，实际上就是把护理假延长为 30
天，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国内外假期政

策研究中所指的陪产假，或者有的研究者

所说的父职假”。

马春华向记者介绍，一般研究中所说

的育儿假，是指在产假结束之后开始的养

育 儿 童 的 假 期 。“ 一 般 是 从 产 假 结 束 开

始，到幼儿 1 岁，或者到幼儿能够进入公

共儿童保育服务设施为止。这也是为什么

我 说 江 苏 省 法 制 办 提 出 的 男 性 共 同 育 儿

假 ， 和 我 们 一 般 意 义 上 说 的 育 儿 假 不 一

样，他们的共同育儿假是和产假并行的男

性的假期”。

“只有瑞典等北欧国家强制规定了男

性 育 儿 假 。 他 们 总 共 有 480 天 带 薪 育 儿

假 ， 父 亲 和 母 亲 都 有 专 享 的 60 天 育 儿

假，并且不能在父母之间相互转让，剩下

的育儿假父母平分。”她认为，瑞典的这

种育儿假才是真正鼓励男性参与育儿，分

担育儿和家庭责任，有利于性别平等。

马春华说，大多数家庭中，女性肩负

家庭育儿和职场工作的双重重担，面临着

家庭和工作之间的激烈冲突。在推动男性

进入育儿和家务领域，我们还有很漫长的

路要走。

70.4%受访者认为父母应共同承担育儿责任
69.5%受访者觉得男性参与育儿更合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王 凤

大龄青年相亲交友问题正成为社会关

注的焦点。已经举办了 10 多年相亲会的北

京 中 山 公 园 内 ，常 看 见 不 少 老 人 拿 着“ 简

历”替子女相亲。你觉得父母代子女相亲管

用吗？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2004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82.0%的一线城市受访者有过相亲

经历，其中 20.5%的受访者经常相亲。异性

交 友 机 会 少（64.9%）和 父 母 着 急 逼 迫

（61.8%）被指为相亲主要缘由，71.7%的受

访者认为解决适龄单身青年异性交友问题

重要。67.4%的受访者建议年轻人多出去走

走，拓宽人际圈。

受访者中，已婚的占 64.8%，已恋的占

15.5%，单身的占 19.1%，其他占 0.7%。居住

在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35.8% ，二 线 城 市 的 占

40.7%，三 线 城 市 的 占 16.9%，县 城 或 城 镇

的占 5.5%，农村的占 1.1%。

82.0%一线城市受访者有
过相亲经历

周末，张谋（化名）正在中山公园为小

女 儿 物 色 相 亲 对 象 ，“ 小 女 儿 北 大 硕 士 毕

业 ，现 在 在 北 京 某 金 融 公 司 任 副 总 经 理 ，

可至今没有谈过恋爱，真替她着急”。张

谋说，起初，他看到公园里好多家长跟摆

摊似的介绍儿女觉得好笑，后来习惯了，

自己也跟着张罗起来，“女儿会看我带回

去的信息，双方也有过联系，但至今还没

有成功的”。

肖成（化名）是北京人，没事就去中山

公园给在北京某国家机关工作的儿子物色

女朋友，“我比较看重是否有稳定工作、北

京户籍，学历不做要求，我儿子比较看重长

相、身材。成功率不高，很多我觉得合适拿

回去的，我儿子联系几次后就没下文了”。

肖成发现，有些女孩的家长已经拿了

一份信息，如果看到更好的，就会把之前的

扔了，“见到西瓜就丢了桃子芝麻”。

49 岁 的 河 南 省 汝 州 市 居 民 张 方 成 也

在为女儿的婚姻大事着急，“重点大学毕业

两年了，还没谈过恋爱，一想起这茬，我就

非 常 焦 虑 ”。张 方 成 给 女 儿 安 排 过 几 次 相

亲，“趁还年轻，早点找个好归宿 ，也了却

了我们为人父母的一桩心事”。

张方成觉得父母代子女相亲是好事，

“我们社会阅历多，能帮着把把关。我主要

考虑男生的人品和所在城市，然后是家庭

背景、学历和工作”。

27岁的华为工程师刘琪现居住北京，还

是单身的他表示不着急找对象，“父母也没

有替我相过亲。年轻人崇尚恋爱自由，不

喜欢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感觉一

对陌生男女坐在一起想着结婚的事，挺尴

尬的”。

有 多 少 人 曾 去 相 过 亲 ？ 调 查 显 示 ，

82.0%的一线城市受访者有过相亲经历，其

中 20.5%的受访者经常相亲。18.0%的一线

城市受访者从未相过亲。

世纪佳缘情感专家姚露介绍，他们线

下会员中，有很多是父母帮子女、代替子

女咨询、登记、征婚的，有的甚至还瞒着

子女，“作为父母，子女的婚姻大事是重

中之重，为子女张罗没什么不好，也是希

望 为 工 作 忙 、 资 源 少 的 孩 子 们 多 开 一 条

路”。但姚露也表示，父母要与孩子沟通

理想中另一半的情况，在这些方面达成一

致，成功率才会提高，“不然只能无疾而

终”。

71.7%受访者认为解决适
龄单身青年异性交友问题重要

26 岁 的 北 京 某 互 联 网 公 司 员 工 胡 依

侠，以前非常排斥相亲，“双方把条件都摆

出 来 ，有 点 像 在 超 市 挑 选 商 品 ，尴 尬 又 仓

促”。但是交际圈窄，周围优秀的男生少，近

来胡依侠也加入到相亲队伍中，“年纪已经

不小了，身边的同学、朋友都陆续结婚了，

自己还是单身。而且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

很辛苦，每当有问题一个人解决不了时，就

更加感到孤单”。

为何去相亲？64.9%的受访者坦言人际

圈窄、异性交友机会少，61.8%的受访者是

由于父母着急逼迫，39.0%的受访者认为相

亲相对靠谱省时。

张方成坦言，现在生活节奏快，孩子的

人生轨迹就是上学、毕业、上班，一环扣一

环，脚步匆匆。“现在孩子出去读书，大都面

临一个问题：嫁远点，父母老了无所依；

嫁近点，朋友事业都不在这个圈子”。

胡依侠认为，婚恋交友是一个值得重视

的社会问题。“现在工作压力都大，每天忙工

作都忙不过来，更没时间去拓宽人际圈，谈

恋爱成了奢侈的事，很多人单身也就不足为

奇了，而且越单着就越容易单下去”。

肖 成 认 为 ， 这 是 一 个 非 常 严 肃 的 问

题 ，“ 希 望 工 会 等 部 门 ， 多 举 办 联 谊 会、

相 亲 会 等 ， 解 决 单 身 男 女 青 年 婚 恋 问

题 ”。 他 觉 得 ， 像 他 这 样 每 天 “ 大 海 捞

针”根本不行。

青年群体的异性交友一直都是人们关

心的问题，近几年婚恋交友网站、App 等

平台的火热，更是让话题度居高不下。有

71.7%的受访者认为解决适龄单身青年异

性交友问题很重要。

67.4%受访者建议年轻人
多出去走走，拓宽人际圈

刘琪认为，现代男生女生要找准自己

的定 位 ，相 亲 也 未 必 是 一 件 不 好 的 事 ，抱

着 中 立 的 态 度 去 看 待 ，在 不 是 原 则 性 的

问 题 上 结 合 现 实 生 活 适 当 调 整 ，学 会 包

容对方的一些不足，成功率也会高些。

“父母也不能操之过急，要适当引导，

不然适得其反。”张方成强烈呼吁，各行政

单位、事业单位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要

为本单位职工的恋爱结婚问题多张罗，“各

地政府应该至少每年办一次相亲联谊会”。

姚露建议，青年群体首先要走出去，拓

宽交友面，多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交友活

动。也要善于发现身边的人。“不要过于理

想化，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有些单身青年也

要打破心理障碍，不要排斥拓宽交际面的

机会”。

著名心理学家、情商教育专家张怡筠

博士建议，大龄单身青年群体要用项目管

理的概念来管理找对象这件事。“不能坐着

等，缘分不是等来的，要主动参加活动、结

交朋友”。

“两个人在一起难免有矛盾冲突，如何

处理冲突非常重要。”在交往中，张怡筠

认为要培养冲突管理能力，“态度、身段

要 放 平 ， 比 如 不 能 觉 得 自 己 学 历 、 背 景

好，与对方相处时就强势、颐指气使。女

生 要 摒 弃 常 有 的 ‘ 观 念 ’， 比 如‘ 我 是 女

生，要让着我’”。

张怡筠认为，作为父母，要尊重孩子，

给孩子创造机会，比如邀请朋友家的孩子

来 参 加 聚 会 等 ，但 是 不 替 他 们 做 决 定 ，甚

至 强 迫 交 往 对 象 。“ 每 个 人 都 是 独 立 的 生

命 ，要 相 信‘儿孙自有儿孙福’。关键是要

让孩子有能力、有意愿自己去恋爱、去寻找

幸福。对孩子婚姻的担心，应多放在心上少

放在嘴边，适当给予一些建议和指导，不然

会给子女造成更多压力”。

调查中，67.4%的受访者建议年轻人多

出去走走，拓宽人际圈；66.4%的受访者认

为个人组织的读书会、品茶会等交友活动

也很重要；53.2%的受访者希望单位组织

联谊活动；44.4%的受访者则认为朋友间

介绍更靠谱。

82%一线城市受访者有过相亲经历
67.4%受访者建议年轻人多出去走走，拓宽人际圈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王 凤

当下，相亲已经成为很多单身青年寻

找伴侣的方式之一。有人发现，在很多相亲

活动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学历上，超半

数是硕士及以上，“海归”也不在少数。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2004 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

显 示 ， 身 边 选 择 相 亲 的 青 年 群 体 中 ，

35.9%的受访者表示女性多，26.8%的受访

者 表 示 男 性 多 。66.8%的 受 访 者 认 为 女 性

“眼光高”，更容易被“剩下”。49.5%的受访

者认为大城市优质单身女性本就更多。

本次受访者中，女性占 51.7%，男性

占 48.3%。

35.9%受访者感觉身边女
性相亲多，26.8%受访者觉得
男性多

张谋 （化名） 常去北京市中山公园为

小 女 儿 相 亲 。 小 女 儿 北 大 硕 士 毕 业 ， 已

经 是 北 京 某 金 融 公 司 的 副 总 经 理 ， 可 对

象的事一直没着落。“从小到大一直都用

功 读 书 ， 没 有 时 间 谈 恋 爱 。 她 性 格 也 是

比 较 死 板 ， 就 知 道 忙 工 作 ， 一 点 儿 其 他

时 间 都 没 有 ”。 张 谋 手 里 拿 着 3 张 “ 简

历”，两张是他小女儿的，第三张则是老

乡家女儿的 ，“中央财经大学硕士毕业 ，

现 在 国 企 工 作 ， 也 是 一 直 没 找 到 合 适 对

象，托我帮忙给找找”。

北 京 某 互 联 网 公 司 26 岁 的 员 工 胡

依 侠 身 边 相 亲 的 人 并 不 多 ， 为 数 不 多

的 几 个 主 要 还 是 女 性 ，“ 男 性 似 乎 对 结

婚 这 事 并 不 是 特 别 在 意 ， 甚 至 还 不 想

结 婚 ”。

27 岁 的 华 为 工 程 师 刘 琪 也 感 觉 身 边

相亲的人中，女孩子比男孩子多，更大的

原因在于父母，“年龄因素在女孩子身上

会 更 加 敏 感 ， 社 会 舆 论 对 一 个 大 龄 ‘ 剩

女’所造成的压力远比男人大，父母更是

非常焦急”。

世纪佳缘情感专家姚露认为，女孩子

青春貌美的时间比较短暂，最佳婚育年龄

也有限。“在最好的年纪，通过相亲，能

更快地找到合适的人，稳定下来。而男性

到 了 三 四 十 岁 时 事 业 有 成 ， 依 然 有 魅

力”。她介绍，女孩普遍希望对象与自己

同龄或比自己大，一旦过了二十五六岁，

很快就到 30 岁了，范围就小了。而男性

无论从实际表现还是心理认同上，择偶年

龄都更宽泛。

著名心理学家、情商教育专家张怡筠

博士分析，一心一意念书的女孩子，感情

经 验 往 往 是 非 常 少 的 。 她 自 己 的 人 际 关

系、生活圈打不开，通常就需要机构、家

人帮忙做安排。“交友圈、交友经验匮乏

是比较大的问题。这也使得她们会比较乐

意让别人帮忙安排相亲”。

“男性会觉得，‘如果我需要去相亲，

代表我能力不够，还需要帮忙’。他们会

特别希望展现能力，所以可能会比较排斥

相亲。”此外，张怡筠表示，男性会认为

工作才是最需要努力的方面，而非爱情和

婚姻，事业有成才能找到更好的老婆，相

比较而言也就不那么着急找对象。

身 边 相 亲 人 群 中 ， 男 性 多 还 是 女 性

多？35.9%的受访者直言女性多，26.8%的

受访者表示男性多，28.9%的受访者表示

差不多。

66.8% 受 访 者 认 为 女 性
“眼光高”容易被“剩下”

胡依侠认为，越是优秀的女性，婚姻

目标就越限定，“精神上，她们会要求对

方三观与自己吻合；经济和工作能力上，

起码与自己势均力敌甚至在自己之上；对

颜值也有要求。总之，条件多，比起男性

更坚持宁缺毋滥”。

刘 琪 表 示 ， 越 优 质 的 女 孩 子 就 越 独

立，平等意识越强，对另一半的要求也很

高，“人无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男

性毕竟是少数”。他认为，优质女性要适

度 降 低 标 准 ，“ 婚 姻 更 多 的 是 柴 米 油 盐 ，

需要两个人相处过程中不断磨合”。

49 岁 的 河 南 省 汝 州 市 居 民 张 方 成 吐

槽 ， 在 找 对 象 上 ， 有 的 孩 子 就 是 瓜 里 挑

瓜 ， 结 果 越 挑 越 差 。“ 女 孩 子 挑 挑 拣 拣 ，

剩下来的男孩只会越来越差，最后找不到

预期的优质男”。

“越优秀的女性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往

往越少，不想随便找个人就结婚，认为这

样的婚姻没有意义，甚至不如专注做好自

己 的 工 作 ， 活 得 更 开 心 。” 胡 依 侠 表 示 ，

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完

成‘任务’而去做，不会感到开心”。

张怡筠说，一般我们都是让女性“上

嫁”而不是“下嫁”。最优秀的那批女性

抬头一看，没有人或人不多了，这是比较

尴尬的，也不知道怎么找到比自己更优秀

的恋人。“我们的社会往往对单身女性也

特别敏感，比如男性年龄大的可能被称作

‘黄金单身汉’，但大龄单身女性就是‘大

龄剩女’。迫于社会的偏见，周遭的所谓

‘剩女’也特别敏感”。

姚露认为，一方面女孩太优秀、忙于

事业。“快节奏、高压力的工作状态是单

身的原因之一。特地来我们这边相亲的女

孩，能力等各方面都很优秀，但经常因出

差 等 原 因 而 无 法 参 加 相 亲 活 动 。 另 一 方

面，则是受生活阅历、成长背景的影响，

择偶观过于理想化。比如前些天播完 《欢

乐颂 2》，有人就说‘我就要找谭宗明那

样的’。可现实生活中，高富帅、霸道总

裁、体贴暖男没有几个。在没有遇到互相

欣赏的人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过于

理想化的择偶标准”。

调 查 中 ， 66.8%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女 性

“眼光高”，更容易被“剩下”；49.5%的受

访者认为大城市优质单身女性本就更多；

48.3%的受访者则直言男性“黄金”年龄

比女性长，相对不着急；39.6%的受访者

认为女性更容易被“催嫁”。

什么样的女性容易被“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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