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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在志远小学科学节上，小朋友在展示蔬菜染色实验结果。

山东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区域发展中，一直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重要目标。该区鼓励全区 16 所中小学校自主发展探

索 ， 让 学 校 真 正 成 为 办 学 主 体 ， 激 发 学 校 办 学 活 力 。 每 所 学 校 因 地 制 宜 ， 都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办 学 特 色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摄

3 月 24 日，东风学校二年级小学生正在课上用橡皮泥制作陶笛。在这所学校，每

个学生都会吹奏陶笛。这个小乐器还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课程：科学制作、彩绘、音乐

幻想作文⋯⋯

3 月 24 日，凤凰学校的学生们在上人工智能课程，调试自动行驶小车的行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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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谢 洋

“ 我 是 街 道 办 工 作 的 一 名 基 层 公 务

员，经常被领导用脏话侮辱怎么办？”在

网络上，有人发出这样的求助，总会引起

很多关注和回复。

某些官员的粗暴言行也会引起关注，

2020 年 9 月山东某地党史办主任扇打辱骂

下属引起公愤，今年 1 月河南省某市委原

书记掌掴市政府秘书长引发轩然大波，这

些霸道行为被媒体曝光后，施暴官员很快

被查处停职。

让年轻人头疼的是，和这些肢体暴力

行为相比，语言暴力、无故打压等软暴力

更为隐秘，让人求助无门。

软暴力让职场年轻人很无奈

罗俊是广西北部某市的一名 80 后公

务员，他入职 10 多年，在不同县区、不

同的岗位工作过。

“很多工作都有指标，而且一级压一

级 ，领导的作风也越来越粗暴。”罗俊说，

经常一个任务布置下来，就要求明天一定要

完成，如果没完成，轻则被领导骂脏话，重

的还可能被领导打压边缘化，调到偏远地区

的岗位。有时下班了，领导还会在工作群里

发布工作安排，有的同事因为看孩子、忙家

务没及时回复，也会惹来领导一顿骂。

罗 俊 所 在 的 单 位 ， 一 些 新 来 的 年 轻

人，因为受不了气，或是觉得待遇太低，

每年都会有几个辞职的。但单位一把手在

开会时却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

条腿的人多的是”。

这种氛围，让罗俊感到就像一个遭遇

冷暴力的家庭一样，人与人的关系蒙上了

一层灰。他下乡做了 3 年的基层工作，平

时 大 家 都 是 各 干 各 的 ， 在 一 起 除 了 忙 工

作，很少会有别的交流。领导和职工只有

工作上的交集，下班后形同陌路。

30 岁 的 方 新 在 华 东 某 市 的 公 安 局 做

秘书工作，参加工作 6 年来他接触局长机

会远多于其他部门，对领导软暴力对待下

属的情况已习以为常。前不久，局长因为

对他交上来的稿件不满意，鄙夷地当面把

稿子扔在地上。而上一任局长甚至还当着

同事的面撕毁过他的稿子。方新觉得自己

有苦说不出：如果当面顶撞领导，可能会

遭报复、被穿小鞋；如果申请调换部门从

头干起，就相当于放弃了积累多年的经验

和资历，以后升职机会渺茫，他只能选择

“打落牙齿和血吞”。

平时，方新和同事经常听说局长对下

属实施软暴力的事，但大家都当笑话来讨

论，在交流中发泄不满。也有人会在局长

面前嘟囔几句，“没有听说向更上一级领

导反映的，除非他缺心眼儿！”

方新表示，假如他将领导的软暴力行

为 向 上 反 映 ， 上 级 最 多 会 对 领 导 个 人 的

“修养问题”提出“工作中要克服急躁情

绪”的建议；而下属越级对直接领导提意

见是职场大忌，“除非他已经做好离职的

准备，否则后患无穷”。

此外，职场软暴力也并非只存在于上

级和下属之间，同事之间也同样存在。有

的人自认为有亲属在上级部门工作“有靠

山”，在与同事交往中会不自觉带出一种

优越感。一旦在工作中发生摩擦，言语中

就会很不客气。

为何软暴力多发生在基层

在 政 法 系 统 工 作 多 年 的 冯 宏 今 年 58

岁，经历过 8 任局长，他对职场软暴力现

象的感 触 颇 深 。 他 认 为 ， 职 场 软 暴 力 是

存 在 的 ， 但 程 度 差 别 很 大 。 青 年 时 期 ，

他 曾 经 历 上 级 的 语 言 软 暴 力 ， 当 场 反 击

了 回 去 。 在 他 看 来 ，“ 家 长 制 ”“ 一 言

堂 ” 之 类 作 风 ， 在 农 耕 时 代 可 能 利 于 经

验 传 承 、 避 免 年 轻 人 冒 险 犯 错 ， 但 明 显

不 适 用 于 现 代 社 会 ， 这 是 压 抑 人 性 、 摧

残自尊的行为。

冯 宏 认 为 ， 职 场 软 暴 力 现 象 的 存 在

有几个原因：一是“尊重长者”“为尊者

讳”“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传统习惯普遍

左右着下属。“顶撞领导”往往又和不尊

重 长 辈 相 联 系 ， 所 以 有 了 矛 盾 往 往 归 咎

于 年 轻 人 。 而 一 些 缺 乏 人 格 魅 力 、 业 务

素 质 和 个 人 修 养 都 不 高 的 领 导 ， 以 暴 力

或 软 暴 力 的 方 式 维 护 自 身 的 权 威 行 之 有

效，下属一般都不会“反抗”，最多只是

在背后抱怨了事。

二 是 “ 明 哲 保 身 ” 是 中 国 人 的 传 统

观 念 。 领 导 手 中 有 让 人 生 畏 的 “ 人 事

权”，遇到领导的呵斥，据理力争或与领

导 的 意 见 相 左 ， 很 可 能 会 被 领 导 “ 穿 小

鞋”。保住个人利益、回避原则斗争的庸

俗作风成为很多人的做法。

在 湖 南 某 县 民 政 局 工 作 的 廖 鹏 认

为 ， 在 基 层 单 位 ， 如 果 一 个 领 导 实 施 软

暴 力 ， 对 下 属 爆 粗 口 ， 要 么 是 为 了 彰 显

权 力 ， 杀 鸡 儆 猴 ， 让 别 的 同 事 看 到 不 服

从 安 排 管 理 的 下 场 ； 要 么 是 个 人 修 养

差，江湖习气重，“有人提意见，领导自

己 也 会 反 思 ， 但 之 后 还 是 照 常 骂 人 ， 因

为 这 种 作 风 和 行 为 不 是 一 天 两 天 养 成

的。”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教 授 马

亮 表 示 ， 职 场 软 暴 力 现 象 的 存 在 ， 一 方

面 与 领 导 干 部 的 个 人 作 风 和 心 理 素 质 有

关 ， 但 主 要 是 因 为 制 度 方 面 的 欠 缺 。 现

有 的 制 度 对 基 层 领 导 干 部 监 管 不 到 位 ，

基 层 公 务 员 和 编 外 人 员 也 没 有 相 应 的 求

助渠道。

“ 在 基 层 单 位 ， 由 于 上 级 领 导 有 很

强 的 ‘ 生 杀 予 夺 ’ 权 ， 下 级 的 工 作 业

绩 和 提 拔 可 能 都 跟 直 接 上 级 有 紧 密 关

系 。 而 下 级 反 过 来 与 上 级 形 成 抗 衡 的

手 段 很 少 、 力 量 很 弱 。” 他 分 析 ， 软 暴

力 多 发 生 在 基 层 ， 与 基 层 承 担 任 务 多

而 杂 有 关 系 ， 有 的 基 层 干 部 的 作 风 比

较 强 硬 ， 某 些 时 候 对 下 级 宣 泄 就 成 为

自 然 现 象 。 当 然 ， 这 也 与 干 部 的 心 理

素 质 有 关 。

马 亮 表 示 ， 基 层 单 位 中 “ 家 长 式 领

导”“一言堂”的文化也助长了软暴力的

发生。“一些‘家长式领导’把组织当成

了 家 ， 认 为 自 己 是 家 长 ， 尽 管 下 属 可 能

比 自 己 小 不 了 几 岁 ， 但 他 们 就 像 自 己 的

孩子一样，打骂都是正常的。”

消除软暴力滋生的土壤

遭 遇 语 言 暴 力 等 霸 凌 行 为 虽 然 让 人

难 以 接 受 ， 但 是 很 多 在 基 层 工 作 的 年 轻

人 因 为 觉 得 工 作 稳 定 体 面 ， 加 上 换 部 门

或 是 辞 职 再 就 业 不 容 易 ， 大 部 分 人 会 选

择 忍 气 吞 声 ， 或 是 以 不 变 应 万 变 ， 等 待

领导调走从而出现转机。

但 在 廖 鹏 看 来 ， 一 味 忍 着 是 没 有 用

的 ， 如 果 有 些 作 风 差 的 领 导 觉 得 你 软

弱 ， 会 继 续 捏 软 柿 子 。 一 般 来 说 ， 领 导

实 施 语 言 暴 力 ， 肯 定 是 因 为 对 下 属 的 某

个 工 作 和 某 些 行 为 存 在 不 满 ， 发 生 这 种

情 况 后 ， 可 以 等 大 家 都 冷 静 下 来 ， 再 去

找 领 导 沟 通 。 一 方 面 表 达 对 自 己 错 误 的

认 识 ， 对 领 导 管 理 的 服 从 ； 另 一 方 面 也

要 提 醒 领 导 ， 要 本 着 相 互 尊 重 的 原 则 ，

注意批评的方式方法。“把疙瘩解开，才

能有利于之后的工作开展”。

浙江省某市级部门 70 后干部姚丽认

为 ， 性 格 软 弱 的 年 轻 职 员 更 容 易 遭 到 领

导的软暴力。“领导训人也是看人的，训

得 训 不 得 他 心 里 有 数 。 在 一 个 单 位 中 ，

员 工 人 格 上 应 该 是 平 等 的 ， 自 己 有 自 尊

才能被人尊重。”

姚 丽 做 过 几 场 考 试 的 面 试 官 ， 她 发

现 有 些 年 轻 人 以 服 从 为 职 业 美 德 ， 他 们

言 必 称 “ 领 导 ” 的 风 气 ， 会 助 长 一 些 官

员打压下属，实施软暴力的气焰。

对 于 如 何 从 根 本 上 减 少 职 场 软 暴

力 的 现 象 ， 马 亮 教 授 认 为 ， 设 立 监

督 、 求 助 机 制 非 常 重 要 。 当 年 轻 人 遭

遇 软 暴 力 、 性 骚 扰 等 特 殊 情 况 时 ， 有

渠 道 反 映 问 题 ， 在 反 映 问 题 的 过 程

中 ， 还 应 该 得 到 必 要 的 保 护 ， 避 免 被

打 击 报 复 。

马 亮 说 ， 在 基 层 工 作 的 年 轻 人 应 对

“软暴力”的方法比较有限，比如申请调

动 工 作 岗 位 、 向 同 事 求 助 ， 或 者 越 级 上

报 ， 总 之 要 找 到 支 持 自 己 的 一 方 提 供 相

应保护。

在 调 研 时 ， 马 亮 发 现 一 些 基 层 单 位

的 氛 围 是 “ 上 级 颐 指 气 使 ， 下 级 唯 唯 诺

诺 ”， 存 在 软 暴 力 发 生 的 “ 土 壤 ”。 他

说 ， 基 层 年 轻 人 在 遭 遇 软 暴 力 时 往 往 会

选 择 隐 忍 ， 敢 怒 不 敢 言 。“ 很 小 的 基 层

单 位 是 非 常 典 型 的 熟 人 社 会 ， 当 大 家 都

默 许 上 级 对 所 有 人 实 施 软 暴 力 的 时 候 ，

甚 至 视 为 正 常 ， 个 人 的 反 抗 会 显 得 非 常

孤 立 无 援 ， 这 也 是 为 什 么 这 种 现 象 会 长

期存在。”

（应采访对象要求，罗俊、方新、冯宏、
廖鹏、姚丽均为化名）

职场软暴力隐秘 年轻人如何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韩 荣

叮、叮、叮⋯⋯早上 6 点，随着群消

息提示声此起彼伏，一线上答题群已经热

闹起来。

登录账号、领取题目、分析解答、拍

照上传、通过审核⋯⋯一道简单的题目回

答下来，10 多分钟过去了。3 月初，小苏

经同学介绍加入了一个作业答题平台成为

一名答主老师，专门为学习过程中遇到难

题在平台询问的中小学生解题。他还记得

去 年 高 考 前 的 奋 战 ， 现 在 又 投 入 了 “ 题

海”，不过这一次，他专攻初中数学。

“注册某平台问答成为答主，在家日

赚 300 元 。” 这 是 一 则 发 布 在 微 博 的 广

告，海报上还附带了注册账号的二维码。

时间灵活、待遇优厚、不限地点，在

宿舍就能线上兼职⋯⋯面对这些吸引人的

宣传以及同学的推荐，小苏注册了账号，

在实习期完成 5 道题目之后，成为一名正

式的答主，随后平台给他寄来了一沓固定

模板的答题纸。

小苏所在的答题平台上不同的学段报

酬不同。小学各科目一道题 1.5 元，初中

各 科 目 一 道 题 两 元 ， 高 中 各 科 目 一 道 题

2.5 元。

“开始想自己可以通过努力，解决每

个 月 的 生 活 费 ， 为 家 里 减 轻 点 经 济 压

力。”但轻松自由的答主并不好做。且不

说有的题非常难，需要花费半个小时到一

个小时的时间来攻克，其次就是答题流程

非常繁琐。

“ 拿 到 题 后 ， 必 须 用 专 用 答 题 纸 作

答，在答题过程中要按照标准格式，不仅

要求答案正确更要写完整详细的解析，每

道题要有至少一处红笔标记和几处有效标

注 ， 包 括 知 识 点 、 易 错 点 、 做 题 方 法

等。”小苏说，“答完后，还要用固定的扫

描软件拍照上传，在审核时如果没通过，

那这单就相当于白做了，而且还要再扣一

道题的薪资。”

由 于 平 台 一 直 在 招 募 答 题 主 ， 造 成

“僧多 粥 少 ”。 一 天 下 来 一 个 人 做 不 了 几

道题，最多的一天也只做了 27 道题。除

此 之 外 ， 审 核 制 度 还 非 常 严 格 。 不 仅 要

求 拍 照 扫 描 后 “ 增 强 并 锐 化 ” 处 理 ， 还

需 要 照 片 拍 摄 角 度 垂 直 、 无 阴 影 、 边 框

完整。“经常辛辛苦苦做一道题最后被判

审 核 不 通 过 。 不 仅 浪 费 了 时 间 ， 也 浪 费

了精力。”

此外，由于平台对于活跃度、正确率

等方面都有要求，如果未达到标准就很容

易被封禁账号，被迫结束兼职。于小明就

是 其 中 一 员 。 在 刚 刚 成 为 答 主 的 一 周 之

后，于小明的账号被封了。平台给出的理

由是：“作答数据太差。其中，审核不通

过超过两次，且错误率大于 50%，账号永

久封禁。”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在 网 上 浏 览 发

现，吐槽的答主不在少数，放弃兼职的人

更是不胜枚举。究其原因无外乎，抢不到

题 目 做 ； 平 台 对 于 答 主 题 目 审 核 严 格 刁

钻；以及薪资待遇随着答主人数的增多越

来越低。

“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

狗跳”，在无数个被孩子作业“打败”的

崩溃夜晚，家长们抓住拍照搜题软件这根

“救命稻草”，把难题转交给了答主。

许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每天

晚上 6 点-10 点的时间段最容易抢到题 。

“这时候孩子们都在家做作业，询问量就

会比较大，题目基本都不太难”。

小程以前经常辅导妹妹做功课，但妹

妹升入初三后，他觉得吃力了，“我和妹

妹相差 10 岁，很多知识也忘记了。一些

简单的题还能勉强做做，遇上难的题我还

不如她。”小程看到妹妹有时候会直接拿

着手机搜答案，甚至为了完成作业一道一

道题拍下来直接抄写。

2020 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为 在 线 教 育 行

业 按 下“ 快 进 键 ”， 用 户 规 模 成 倍 增 长 。

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类“抄作业神器”的大

面积推广，甚至在电视黄金时段不断进行

广告轰炸。这让很多家长担忧。

今 年 寒 假 ， 老 杨 就 察 觉 儿 子 不 对 劲

儿，“过年期间孩子一直玩儿得很疯，但

是临开学的时候作业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而且正确率还很高。”通过悄悄观察，老

杨发现了儿子的秘密。

每次在写作业的时候，儿子总是把手

机放在一旁，一边写作业一边拍照。发现

秘密的老杨把儿子大骂一通，并没收了手

机，“这不就是抄作业吗？投机取巧！根

本不是看解题思路，只是为了尽快解决这

道题，写上就完了”。

安可最近抢不到题了。

去年 10 月，安可通过中介成功拿到

了答主账号，开始做高中英语的题目，每

成功提交一道题目可以赚 3.5 元，最多的

时候一个月赚了 3000 元。

“ 其 实 我 自 己 的 英 语 成 绩 并 不 是 太

好 ， 但 是 每 次 做 题 的 时 候 我 都 会 积 极 查

词，尽可能保证正确率，这样就有机会分

配到更多的题目保证收入。”安可说。

但是即便这样，随着答主越来越多，

收入会随之减少。感觉收益和时间、精力

不匹配，安可开始考虑放弃做答主。

在山西一所中学教语文的韩老师说，

她 现 在 布 置 作 业 很 少 会 布 置 有 思 考 性 的

题，“一些只要有稍微难度的题，学生就

是 搜 题 搜 答 案 ， 这 样 做 和 不 做 没 有 区

别。”即使这样，她也常发现一些抄答案

的现象，一问学生很多都是拍照搜的。

韩 老 师 认 为 ， 搜 题 平 台 的 本 意 是 好

的，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孩子解决家庭作业

的问题。但是由于家长监管不到位，很多

学生不够自觉，依赖上了辅助工具。“这

样 ， 家 庭 作 业 起 不 到 巩 固 课 堂 知 识 的 效

果 ， 照 抄 的 后 果 就 是 成 为 知 识 的 ‘ 搬 运

工’”。

因此，韩老师在家长会上多次提醒家

长，尽可能少给孩子使用电子产品，还要

做好监管工作。“老师如果无法得到学生

在课堂学习的准确反馈，就无法及时纠正

他们在学习中的易错点。从这一点来说，

网络搜题害人不浅”。

长 期 以 来 ， 拍 照 搜 题 类 产 品 又 被 称

为 “ 抄 作 业 神 器 ” 的 争 议 不 断 。 有 媒 体

指 出 ， 拍 照 搜 题 产 品 增 加 学 生 “ 求 懒 ”

系 数 ， 甚 至 成 了 学 生 应 付 作 业 的 “ 帮

凶”。

但事实上，拍搜类产品已经与中小学

生生活密不可分。今年 3 月 23 日，北京师

范大学与作业帮联合发布 《陕西省中小学

生 在 线 学 习 大 数 据 学 情 报 告》。 报 告 显

示，陕西省学生用户每日人均拍搜次数为

7 次；初中用户每日人均拍搜次数最多，

达 到 8 次 ； 高 中 用 户 每 日 人 均 为 6.2 次 。

在各学段拍搜总人数中，小学人数占比最

多，接近 50%。

（应 被 采 访 者 要 求 ， 小 苏 、 于 小 明、
许欢、小程、老杨、安可为化名。）

学生负担重,网上“答主”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字体和字帖也有“网红”了。

如 今 ，“ 奶 酪 陷 阱 体 ”“ 情 书 翩 翩

体”“挽鸢体”等“网红字体”悄然流

行，在网购平台搜索“网红字帖”，你

能找到各种手写字体的模板，它们因高

颜值、设计精良而受到年轻人欢迎。字

帖的内容也紧跟潮流，多是音乐热评、

网络文章节选等。在视频 App 上，有的

“奶酪陷阱体”教程有十几万点赞、几

千条评论。

在几种网红字体和字帖中，流传最

广 的 是 “ 奶 酪 陷 阱 体 ”。 这 种 “ 字 体 ”

看上去只是比较整洁，甚至谈不上书写

规范，比如“也”字的竖弯钩简化为竖

弯、“前”字的竖钩简化为竖、有些笔

画略去不写等。有人说，记得自己十几

年 前 读 中 学 时 ， 班 里 就 有 同 学 这 样 写

字。

“奶酪体”为更多人所知后，争议

也随之而来。很多人认为，这种字体缺

乏 美 感 ， 甚 至 有 网 友 称 之 为 “ 审 美 畸

形”。

大三女生绫音读高中时刻意练习过

这种写法，当时还没有“奶酪陷阱体”

这个名字。绫音刚读高中不久，老师就

提醒大家注意练字，语文老师虽有书法

功底，却不推荐学生们考试时写正楷。

绫音说，文科试卷书写量大，一笔

一画写字根本答不完。相比之下，“奶

酪体”练习起来速成、书写省力、看起

来干净整洁，她记得，当时班上成绩不

错的女生写字基本都是这种风格。

绫音的高中母校效仿高考的电脑阅

卷方式，每逢期中期末考试，学生试卷

都由电脑扫描后再分给老师批阅。绫音

刚读高中时写字潦草，老师还特意带她

看自己的试卷扫描出来的样子。“你见

过 道 士 画 的 符 吗 ？ 就 跟 那 个 差 不 多 。”

而她同桌写的“奶酪体”更容易辨识、

看起来清爽得多。

绫音当时练习了一周就掌握了这种

写 法 ，“ 把 每 个 字 都 写 成 方 形 就 行 了 ，

而且不需要用力，这只是一种应试字体

而已”。除此之外，英文字母笔画圆润

的“衡水体”是她高中时期刻意学习的

另一种应试字体。

记 者 翻 阅 众 多 网 帖 后 发 现 ， 学 习

“奶酪体”的以中学生居多，从网购平

台上的评论来看，也多是家长买给孩子

使用。在抖音、知乎等平台的相关网帖

下，不少人关心的问题是：中考或高考

写“奶酪体”会不会扣分。这一点众说

纷纭，有人说自己考试时写“奶酪体”

被 扣 分 了 ， 有 人 则 说 自 己 写 的 “ 奶 酪

体”得到了老师表扬。

绫音认为，相比于行楷，方方正正

的“奶酪体”经扫描后辨识度更高，因

此给阅卷老师的观感也更好。绫音认识

一些书法专业人士，听到他们对于“奶

酪体”一边倒的批判，绫音觉得：“书

法 圈 对 ‘ 奶 酪 体 ’ 的 批 评 太 不 接 地 气

了，批评‘奶酪体’的人肯定最近几年

没参加过高考。”

高中毕业后，绫音尝试纠正自己的

书写习惯，但一直没坚持下来。读大学

后，她几乎不再写字——作业一般交电

子版或打印出来，只有签到时才需要动

笔。

这也不是个例，不少人抱怨说，自

己原本写楷体，练过“奶酪体”后就纠

正不回来了。

北京“砚青阁”的讲师梁宁从事小

学生硬笔书法教学多年，他根据字的结

构判断，写字者很可能执笔姿势不对，

拇指压住食指、行笔空间受限，才会写

出这样的字体，有些字还存在倒插笔等

错误。

梁宁所在的机构教孩子们练字时，

一般从楷体教起，先打好间架结构的基

础；对于初中生或成人则教行楷，而行

楷与正确的笔顺有很大关联。

梁宁认为，“奶酪体”“情书体”等

网 红 字 体 就 像 多 年 前 流 行 的 “ 火 星

文”，只是小众的、个性化的体现，“只

能体现一个时期的潮流，没有太长的生

命力”，楷书、行书等传统字体所具有

的美感，则不会因时代发展而过气。从

健康的角度来看，错误的执笔姿势可能

导致歪头、斜视等不良习惯，影响指关

节、脊椎和视力。

梁宁不建议在学生时代学习这种字

体，他认为，学生时代写字还是要规范

结构、笔顺、书写，这是给一生的书写

习惯打下基础。

﹃
网红字体

﹄
流行

是否

﹃
审美畸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