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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王军利

虽然常被夸奖漂亮，东北农业大学的

田梓悦却直言自己无法与“素颜”和解，

陷在和同龄人比较后的“容貌焦虑”中。

她曾将希望寄托于医美，却因其背后的风

险、高昂费用等问题，难以迈出那一步。

对此，田梓悦常常问自己：“怎样的自己

才算漂亮呢？”

脸上顽固的痘坑、痘印是就读于华东

理工大学的郑泽其始终挥之不去的烦恼。

面对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医美宣传，他

对 自 己 脸 部 的 “ 不 完 美 ” 更 加 敏 感 了 。

“通过医疗美容祛痘印”的想法在心中萌

动，在权衡价格、口碑、位置等因素，通

过社交媒体、电话咨询反复对比后，郑泽

其 选 定 了 一 家 医 美 机 构 ， 开 启 了 自 己 的

“医美之路”。

随着医疗技术的革新和“颜值经济”

热潮席卷，越来越多医疗美容项目闯入年

轻人的视线，各大社交平台不乏对医美的

“种草”或是“避雷”评价，医美体验者

也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基于此，中国青

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各地大学生开展

问卷调查，共回收 1049 份有效问卷，结

果显示，36.89%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或亲

友有过医美经历，63.39%受访大学生未做

过医美，未来也不想做。

医美初体验：价格不菲却
难达预期

虽 然 高 中 就 对 医 美 项 目 有 所 了 解 ，

但 这 颗 种 子 一 直 到 大 三 才 开 始 发 芽 。 返

校 后 的 王 梓 彤 觉 得 自 己 的 皮 肤 很 干 ， 用

什 么 护 肤 品 都 没 用 ， 就 动 了 做 医 美 的 念

头 。 在 浏 览 了 数 十 篇 医 生 发 布 的 科 普 视

频、科普文章后，她把目 光 锁 定 在 了 水

光 针 上 。“ 水 光 针 是 一 个 有 创 口 的 项

目 ， 但 是 相 对 安 全 ， 也 比 较 适 合 我 的 需

求 。” 决 定 好 尝 试 的 项 目 后 ， 王 梓 彤 按

照 网 上 科 普 贴 的 步 骤 查 询 当 地 有 资 质 的

医 疗 美 容 机 构 。 综 合 对 比 后 选 定 了 一 家

整形医院。

“但无论是客服人员还是咨询师，看

起来都不是很了解专业的医美知识，只是

无休止地推销产品。”王梓彤说道。正式

打针前，王梓彤向工作人员确认了有关药

剂 的 相 关 信 息 ， 包 括 药 物 编 号 、 正 品 认

证、有效期限等。“等麻药起作用了，就

开始打针，我选择的是‘机打’，一台大

概有 30 到 50 个针头的机器在脸上注射药

液 。” 王 梓 彤 回 忆 起 自 己 打 针 时 的 体 验 ，

“操作结束后，我的脸看起来有些红，还

有轻微的出血。”

中青校媒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大学生

中 ， 37.88% 通 过 自 己 查 询 后 尝 试 医 美 ，

28.79%由家长带去做医美，12.12%是经朋

友 推 荐 ， 7.58%在 网 红 、 博 主 的 “ 种 草 ”

下开始尝试，4.55%通过相关机构宣传接

触医美。

结合医生的诊疗意见、网络上的攻略

及自身预算等因素，郑泽其最终选择了通

过激光点阵治疗痘坑。据他介绍，该方案

实 际 上 就 是 通 过 激 光 破 坏一部分肌肤组

织，激发皮肤屏障的自我修复作用以达到

修复目的，但是存在恢复周期长的缺点。

“整个过程虽然打了麻药，但还是能感觉到

疼痛，做完激光脸都肿了起来，需要医生

用冰敷的方式帮助消肿。而术后的恢复过

程也比较麻烦，在结痂之前要避免阳光直

射，结痂之后也要注意防护，注意饮食，

避免影响恢复。

去年 4 月，华中农业大学的赵洋经朋

友介绍，在一家连锁医美 机 构 进 行 了 双

眼 皮 全 切 手 术 。“ 总 共 大 概 花 费 了 1.1 万

元。”比起隆鼻、削下巴等项目，割双眼

皮 虽 然 相 对 常 见 ， 技 术 相 对 成 熟 ， 但 赵

洋还是慎之又慎：“同学中也有一些失败

的 案 例 ， 比 如 术 后 恢 复 不 好 导 致 红 肿 、

手术痕迹明显等。”赵洋说，虽然手术的

时 间 比 较 短 ， 眼 部 消 肿 要 花 费 一 个 月 的

时 间 ， 而 完 全 恢 复 大 概 要 10 个 月 。“ 恢

复 期 要 避 免 吃 辛 辣 油 腻 的 食 物 ， 避 免 熬

夜 ， 还 要 经 常 向 上 看 以 促 进 眼 部 的 恢 复

等。”

同样好不容易平稳度过恢复期的郑泽

其 却 直 言 这 次 医 美 并 没 有 达 到 满 意 的 效

果：“祛痘坑的效果比较一般，医生说需

要反复、多次地治疗，才能起到慢慢改善

状态的效果，但多次的医美治疗也是一笔

不小的费用。”他表示，在上海进行一次

激光治疗需要 1000 元以上。此外，在恢

复期的限制下，他正常的工作生活节奏也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被“绑架”的美：是真需求
还是容貌焦虑

“我觉得现在的容貌焦虑还是挺严重

的。”田梓悦表示身边有很多同学和朋友

想要尝试医美项目，“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心态，觉得自己不够美，希望通过医美的

技术手段来进行调整和改善。”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迟毓凯

表示，因为医学美容的发展，以及各方面

的减肥案例等宣传，会给人“形象可以通

过自我努力加以塑造”的观念。同时，将

容貌与金钱、努力等内容挂钩，“这样的

话如果一个人不美丽，就暗含着这个人没

钱去美容，懒惰、控制不住食欲，就意味

着他意志力薄弱⋯⋯这样的营销暗示更加

容易催生人们的容貌焦虑。”

尽管一直关注相关的信息，田梓悦仍

然没有去体验医美项目。“其实最重要的就

是担心有风险。”田梓悦说，“尽管很多医美

机构都表示技术很成熟，但还是有很多失

败的案例，而且出现问题之后很难修复。”

就读于上海海洋大学的杨楠茜也正饱

受痘痘困扰。“特别是一到夏天，脸上的

皮肤爱出油，成片的痘痘又痛又痒。”已

有 3 年“战痘失败”经验的她将目光瞄向

了医美，“常规的补水控油护肤品在我脸

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一些网上‘风很

大’的祛痘产品我也都试过了，痘痘还是

不 断 地 冒 出 来 。” 在 朋 友 的 “ 安 利 ” 下 ，

美 容 院 的 “ 针 清 ” 项 目 让 杨 楠 茜 颇 为 心

动：“听起来比祛痘产品靠谱儿。”杨楠茜

直言自己“祛痘”的心情非常迫切，假期

一到，她便在朋友推荐的美容院办了卡。

“满脸的痘痘经常让我挺自卑的，不敢上

台发言，不敢和别人对视。”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42.19%受访者希

望 通 过 医 美 解 决 青 春 痘 、 过 敏 等 皮 肤 问

题，25.26%希望通过手术让面容或身材变

得更好，23.70%想利用医美保护皮肤、延

缓衰老，6.25%因为意外或先天所造成的

容貌缺陷而选择做医美。

龙剑虹并不主张第一次去医美机构就

进行手术，也劝告大家不要轻易相信医美

广告的宣传。在决定做医美前，必须仔细

比较，充分考虑。选择合规合法的医院的

相关科室或者医疗机构，确认进行手术的

医生必须持有效的行医资格，并且考察其

是否可能超范围经营。“国家分级医疗管

理里对不同的项目有明确的要求，医美机

构 的 资 质 也 可 以 到 官 方 网 站 进 行 查 询 。”

龙剑虹提示。

审美自定义：用自信涵养
不变的美

打水光针前，王梓彤没敢和家人分享

自己的计划，等到全部恢复后才和家人分

享了这段经历。回想自己的医美“初体验”，

王梓彤形容“自己的每一步都进行得非常

谨慎。”现在，王梓彤陆续体验了不同的医

美项目。在她看来，部分医美机构在网上的

评价“滤镜过重”，需要谨慎辨别。

针对现有医美市场存在的问题，中青

校媒调查显示，73.59%受访者认为一些看

似成熟的医美项目其实风险很高，61.01%
表示一些医美机构资质不足，损害就医者

的健康，56.34%表示医美出现医疗事故后

维权难，50.24%认为一些医美机构宣传夸

张，与事实不符，48.52%认为一些网红、博

主宣传夸张，与事实不符，47.09%表示一些

医美项目效果有限，白白烧钱，43.85%认为

一些私立医院和美容院会一步步诱导用户

做更深层次的医美项目，40.61%提到一些

违规机构会通过美容贷等方式套取资金。

针对近年来过度医美、整形纠纷、美

容贷等问题，龙剑虹认为医美应该回归到

“以医疗为本质”。“具体来说，医生是以

帮助患者解决问题为目的，而不是选择忽

视问题甚至只以盈利为目的。”基于这样

的理念，负责任的医生会严格按照“交流

充分——术前准备——知情同意——术前

拍 照 —— 换 药 恢 复 ” 等 流 程 规 范 进 行 ，

“特别是外科很多项目是不可逆的，任何

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龙剑虹说。

据郑泽其介绍，现在医美机构的宣传

多种多样，医美信息多而繁杂，让人眼花

缭乱。王梓彤也用“高价、有效果、有风

险、市场鱼龙混杂”形容自己眼中的医美

市场。调侃自己“钱包尚薄”的她将医美

定义为“不太日常的保养方式”。相比尝

试不同的医美项目让自己的皮肤状况得到

改善，现在的王梓彤更关注自己的生活习

惯。“如果感觉皮肤干，就考虑是不是喝

水少了，是不是应该加强运动了。”

王 梓 彤 身 边 有 不 少 同 学 尝 试 医 美 项

目，她也经常在网络“冲浪”的时候看到

有人做微调等整形项目。在刚刚了解医美

这个行业的时候，她也曾希望通过医美手

段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但现在的她

已经彻底告别了这样的想法，“我非常喜

欢自己现在的状态。”

虽 然 手 术 的 结 果 比 较 契 合 自 己 的 预

期，赵洋却表示不想再做其他的医美项目

了。“现在医美市场还是比较乱的，像一些

私人的医美机构非常多，但如果出现问题

的话真的很难有保障，维权也比较麻烦。”

赵洋提到，很多医美手段尚不成熟，不同人

之间的效果也存在差异，和手术细节、个人

体质都有关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还

是要理性地看待医美手段，不能盲目跟风，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龙剑虹提醒，医美绝不能一时兴起、

说 做 就 做 ， 需 要 考 虑 诸 多 因 素 。“ 首 先 ，

考虑医美需求是否切切实实必要，并且医

美项目是否能够帮助实现变美的期待；其

次，考虑身体条件是否符合手术要求，患

有基础疾病、正在服用激素或者存在某些

既往病史的人都不适合做医美。”龙剑虹

认为，“美容手术只是锦上添花，通过医

美不可能达到和别人一模一样，对待医美

要保持客观健康的心态。”

“很多女孩子总是反复地审视自己的

外表，觉得自己有修复不完的问题，我觉

得这是不好的。”在田梓悦看来，不少人

陷在自卑的泥沼里，“做医美可能也解决

不了容貌焦虑的问题，甚至会加重内心的

失落感，更重要的是爱自己。”田梓悦认

为，医美技术的用途在于帮助外表有缺陷

的人摆脱自卑等心理问题，而普通人更需

要的是包容自己的“不美好”，为自己的

“独一无二”而自信。

面对容貌焦虑问题，迟毓凯建议大学

生，首先应当调整自己对美的认知，正确

认识美，年轻人在适当程度上进行美容、

医美项目可以接受，但这并不是解决人生

发展道路的长久之计，自律的作息、健康

的生活方式、得体的衣着妆容都能帮助大

学生变得更好。“人的魅力的最终来源并

不是美貌 。‘腹有诗书

气自华’才应该是大学

生更为重要的追求。有

幸福感的人并不一定是

美丽的人，而是觉得自

己美丽的人。

（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七成受访大学生忧心医美风险高

打破医美“魔镜”超六成受访大学生拒绝审美被定义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 王军利

长 10 多米，最宽处不到 1 米——龙舟

像一片细长的柳叶，躺在平静的水面。贺梦

薇 一 脚 踏 上 去 ，舟 下 的 湖 水 立 即 涟 漪 大

动，“前后晃、左右晃、人也跟着晃，感

觉一个抓不住，就会从船上晃下去。”不

过这种“吓人”的感觉只持续了半天。半

天后，贺梦薇从身到心都归属了福州大学

龙舟队。不到 1 年后，她担当福州二队的

鼓手，参加了福建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群众

比赛暨 2022 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龙

舟总决赛，斩获两银一铜，而同时出战、

由福州大学龙舟女队组成的福州一队包揽

3 枚金牌。

在福州大学龙舟队，大多数成员第一

次下水，都是在学校的龙舟码头。就连现

在被称作龙舟队“活化石”的大五学生金

怡婕和朱文静，大学前对龙舟也只是“听

说过”。2017 年春天，福州大学体育教师

吴 杰 忠 组 建 了 福 大 女 子 龙 舟 队 。 那 年 秋

天，刚入学的金怡婕看到了龙舟队的招新

帖，感到新鲜和好奇的她和室友朱文静一

起报了名。然而刚开始参加训练，她们的

“退堂鼓”就敲起来了。

“ 非 常 想 退 出 ，太 苦 了 。”早 上 6 点 训

练 ，对 于 喜 欢 睡 懒 觉 的 朱 文 静 就 是“ 老 大

难”。福州的初秋与夏天无异，从早到晚都

像蒸笼一般，一开始没有防晒经验的金怡

婕被晒黑了好几个度。加上入队 1 个月后

就有一场中华龙舟大赛，一天两练的节奏

也让没有训练基础的她们吃不消。

退出的想法很快变成了行动。两人一

起找到吴杰忠，坦白自己坚持不下去。“吴

老师建议我们打完比赛再说。所以那 1 个

月 就 抱 着 打 完 比 赛 就 再 也 不 用 训 练 的 想

法，每天都练得很起劲。”

2017 年 的 中 华 龙 舟 大 赛 在 重 庆 合 川

举行。11 月的山城已经要靠羽绒服抵挡低

温，但脱掉外套、穿一身单衣登上比赛的龙

舟时，金怡婕一点儿没觉得冷。队员们跟随

着鼓点挥桨、拉水，龙舟在飞溅的水花中向

前推进，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她们锁定

了第四名的成绩。“当时这是我们龙舟队

组 建 以 来 最 好 的 成 绩 。” 全 队 举 桨 欢 庆，

原本打算比赛结束就退队的金怡婕和朱文

静，也再没提过这件事。

今年毕业前，林胜东是福州大学龙舟

队男队的队长。在福建莆田长大的他，儿

时经常看家乡长辈划龙舟。虽然他也想上

去划，但因为个子太小，长辈们担心他上

船不安全，他只能在岸边着急心痒。高三

毕业后，趁着家乡搞龙舟活动，林胜东也

去体验了一把。高中阶段，他一直坚持跑

步锻炼，原以为自己身体素质很好，但上

了龙舟才发现，“这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龙舟“首秀”的一个多小时，让他在家躺

了 3 天，“腰酸到直不起来”。

读大学后，林胜东从福大的龙舟码头

嗅出了家乡味道，趁着龙舟协会有体验活

动，他又一次上了船。“学校的龙舟和家

乡不一样，竞技性和规则性更强。教我们

的学长很热心，学会了动作要领和技巧，

就慢慢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自己喜欢还不够，林胜东还把室友也

“拉下了水”。土生土长的山西人秦鸿康被

林胜东拉去体验龙舟时，只是抱着玩一玩

的态度，但当他坐进摇晃的龙舟，体验了

划桨入水的感觉，就无法自拔地上了瘾。

初体验中，林胜东划右桨，秦鸿康配合着

划左桨，没想到的是，两人携手划过了大

学四年。

随 着 队 伍 的 逐 渐 壮 大 ， 2021 年 ， 福

大龙舟队男队正式建队，林胜东和队友们

也 有 机 会 像 女 队 一 样 ， 开 启 “ 南 征 北

战”。然而出征第一站，他们就遇上了预

料之外的难题。

去年 7 月，一场在山东举办的比赛拉

开帷幕。紧张的赛程要求选手在一天中进

行好几次高强度的划行，加上夏日炎炎，

有队员在高温日晒下中暑。担任队长的林

胜东和教练沟通后，决定为了保证同学们

的安全放弃当天的比赛。“中暑的队友特

别自责，说他们还是想上场比赛。但安全

第一，我们还是忍痛放弃，也劝队友输赢

不在这一时，别有心理负担，还是好好准

备后面的比赛。”

尽管“开局之战”并不顺利，但充足的

准备不会总是被意外打败。团队很快体会

到了逆风翻盘的爽快。有了第一次比赛的

经验和教训，团队有了提升的方向，经历了

几个月的系统训练后，他们驾着龙舟来到

福建旗山湖，征战福建省大学生龙舟赛。

一轮轮的比赛打下来、一个又一个困

难克服下来，团队在一个个小突破中慢慢

接近决赛的终点线。伴随着鼓手打出的急

促鼓点，所有队员都在用船桨猛力拉水，

有节奏的水花声紧凑又让人安心地推着龙

舟向前划去。然而一个不和谐的“啪”声

混进原本畅快的旋律——一位队员的船桨

断 成 两 截 ， 扁 长 的 桨 板 应 声 落 水 ， 原 本

10 人 10 桨的船突然只剩下 9 桨。

不到 1 秒的惊诧之后，队员们迅速稳

定下来，电光火石之间完成应变调整，继

续埋头往前划。尽管桨数上有折损，但这

支龙舟的动力仍然不输同场竞技的其他队

伍，全队在气势十足的口号下不乱方寸，

冲过终点线的刹那，他们发现自己竟在比

赛中拔得头筹。

许多次这样的大风大浪、绝处逢生，

让 龙 舟 十 足 的 魅 力 越 发 印 入 队 员 们 的 脑

海。“早就离不开了”，是队员们的共识。

从黄土高原来到东海之滨，除了成为“龙

舟上最靓的仔”，秦鸿康也早就摒弃了南

北粽子的咸甜之争，包裹着肉干、鹌鹑蛋

的福建特色肉粽在刷新他的认知后，迅速

成为他的心头爱。在端午吃惯了肉粽、划

惯了龙舟，连他自己也融进了闽南这方温

润水土里。

除却龙舟本身的激情与热血，让贺梦

薇 离 不 开 的 ， 还 有 像 家 一 样 的 团 队 。18
岁的贺梦薇是龙舟队年龄最小的成员。有

一次她在练习中磨破了右手拇指，吃饭时

拿不了筷子，“我的姐姐们看到我拿着勺

子吃饭，看出我拿筷子很费劲，都帮我把

菜 夹 到 碗 里 。 吃 完 饭 回 去 她 们 就 帮 我 擦

药、包扎。”女队鼓手的手伤很快被担当

团队后勤的一位男生发现了。“我从来没

和 别 人 提 起 我 的 手 受 伤 ， 但 在 后 续 比 赛

时，那次负责后勤的同学还帮我带了一副

手套，真的很暖心。”

龙舟队的成员来自山南海北，有新疆

的、北京的、西藏的、台湾的，有时还有

一些外国留学生加入，除了一起训练，大

家还经常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休闲

娱乐。

已经大四毕业的秦鸿康近期要参加入

职培训，培训后公司会为他分配以后工作

的城市。“最好是回福州。”秦鸿康说，这

里有他熟悉的龙舟，他也认识一些组织龙

舟俱乐部的前辈，方便毕业后还能时时和

龙舟打交道。

林胜东则在考研时就认准了，必须去

有龙舟队的学校。这个看似“任性”的决

定让他在大四考研和龙舟训练中奔忙，为

了 那 句 “ 小 孩 子 才 作 选 择 ， 大 人 选 择 都

要”，也不知流了多少汗。现在他已经被

拥有龙舟队的清华大学录取，学业和爱好

的梦想双双延续。

走到哪儿都和龙舟绑定，成了许多福

大龙舟人的生活轨迹。林胜东听说，一位

女队的学姐毕业后到国外留学，在异国组

织龙舟活动；现在她学成归来，还准备用

业余时间组建一支龙舟队。走到哪儿就把

龙舟文化带到哪儿，把龙舟推广到全国各

地甚至海外，已经成了一些龙舟队员的使

命。让林胜东备感振奋的，是去年的东京

奥运会上，龙舟首次成为表演项目。龙舟

在国际大赛上亮相，让他看到了这项中国

传统运动项目在世界闪光的可能。

结束第十七届福建省运会那天，朱文

静百感交集。在 500 米比赛中，她们经历

了 预 赛 发 挥 不 好 、 在 决 赛 中 绝 地 反 击 的

“最揪心剧情”，最终拿下了金牌。而省运

会的结束，也是朱文静与 5 年大学龙舟生

涯的告别。冲过终点后，船上的女孩们像

以往庆祝胜利时一样，用桨扬起高高的水

花，让湖水和她们的泪水融汇。比赛结束

后好几天，金怡婕的嗓子都是哑的，“喊

口号和庆祝的时候喊得太狠了”。这两颗

龙舟队的“活化石”，都在毕业前的最后

一场比赛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加入龙舟队，是我在大学做过最棒

的选择。”自认为不太能吃苦的金怡婕自

小就经常在兴趣班、艺术班上到一半时选

择放弃，但龙舟这个爱好，她不仅坚持到

底，还意犹未尽。朱文静会一直记得和队

友 在 船 上 一 起 挥 汗 如 雨 、 有 说 有 笑 的 时

光。她想念划船出港时大家一起唱 《让我

们荡起双桨》，也想念雨后乘着龙舟沿着

学校里的水系漫游，烟气氤氲，绿植环绕，

仿佛步入一幅山水画卷。湖上好光景，还有

一舟满载的青春时光。

福大龙舟队：在青春里乘风破浪

□ 王军利

如今 ,主打“搜题”“课程学习”“背

单 词 ” 以 及 “ 自 习 打 卡 ” 等 功 能 的 “ 学

习 类 App” 越 来 越 广 泛 地 进 入 到 大 中 小

学 生 的 日 常 学 习 场 景 中 ， 满 足 了 学 生 随

时 随 地 享 受 学 习 资 源 的 需 求 ， 也 让 更 多

学 生 有 机 会 接 触 到 更 为 丰 富 的 知 识 。 这

本 是 值 得 肯 定 的 事 物 ， 但 有 些 现 象 却 让

人 担 忧 ： 有 些 媒 体 揭 露 了 一 些 “ 学 习 类

App” 的 乱 象 ： 自 习 软 件 变 “ 聊 天 社

区 ”， 用 户 还 可 以 设 计 自 己 的 虚 拟 形 象 ，

装 扮 个 人 空 间 ； 用 户 在 留 言 区 域 上 演

“ 骂 战 ”， 言 语 粗 俗 ； 环 环 相 扣 的 消 费 诱

导 ， 引 导 涉 世 未 深 的 用 户 购 买 “ 课 程 大

礼包”；部分软件内充斥着大量色情、低

俗广告⋯⋯

针 对 上 述 乱 象 ， 相 关法律法规早有

禁令，“有法必依”势在必行。我国广告

法明确禁止涉黄涉暴广告出现，未成年人

保护法也规定，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

在线教育网络产品和服务，不得插入网络

游戏链接，不得推送广告等与教学无关的

信息。面对一些“学习类 App”的过度商

业化、娱乐化，有关部门也在完善法律法

规，从制度和法律上规范此类软件的产品

设计。

探索出符合用户需求和社会价值要求

的盈利模式，确实是一些“学习类 App”

面临的问题。但打着学习的旗号，却靠着

低俗、色情的信息和极具诱导性的广告弹

窗牟利，势必不可行。如果软件开发者能

够结合不同阶段用户的特点，设置符合相

应阶段的内容产品，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

学习资源和氛围清新的社区，“付费会员

制”等运营模式也未尝不可。

教育是久久为功的“大事业”，不能

成 为 资 本 逐 利 的 “ 小 生 意 ”。“ 学 习 类

App”的开发方更应该爱惜羽毛，守住社

会责任，遵纪守法经营才能赢得用户和社

会 的 长 期 认 可 。 而 监 管 部 门 完 善 监 管 手

段、有法必依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危

害学生健康成长、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的

App 划出底线和红线，引导技术为教育赋

能，让挂羊头卖狗肉的“学习类 App”无

处藏身。

挂羊头卖狗肉的“学习类App”可以休矣

扫一扫 看视频

福州大学龙舟队在比赛中。 福州大学龙舟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