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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恢复单身已有两年，大学生李颖始

终无法走入下一段恋爱。她和前男友是

异地恋，最初很甜，哪怕只是“买奶茶”这

种小事，都会和对方分享。他们每晚都会

煲电话粥，实在困到不行，才会挂断电话。

热恋期没有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我总感

觉自己在和手机谈恋爱”。慢慢地，交流越

来越少，对话也只剩下“吃了吗”“早点休息”

之类的例行问候。不到半年，两人就分手

了。她感叹：“我累了，不想爱了。”

和李颖一样，很多大学生不想脱单。

“ 姻 缘 庙 我 看 都 不 看 ，财 神 殿 里 长 跪 不

起”并不只是一句玩笑，更是现实。日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联合发布我国第三本心理健康蓝

皮 书 ，书 中 公 布 的《2022 年 大 学 生 心 理

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涵 盖 对 山 东 、 河 北 等 31 个 省 （自 治

区 、 直 辖 市） 近 8 万 名 15-26 岁 大 学

生 的 调 查 。 数 据 表 明 ， 有 27.61%的 大

学 生 处 于 恋 爱 状 态 ， 有 41.93%的 大 学

生 单 身 且 不 想脱单，有 25.40%的大学

生处于单身想脱单的状态，其余学生未

报告。

那么，在这个单身也能无比快乐的

时代，我们还要恋爱吗？

恋爱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

大四学生孟歌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也没有脱单的想法。她曾试过和有好感

的男生约会，但两人的生活习惯、饮食口

味等都不尽相同。“他口味清淡，我无辣

不欢，每次吃饭都要迁就对方的口味。为

了见面，她还需要经常调整自己的计划，很

多事情只能在百忙中抽空完成。”孟歌觉得

自己的生活“一下子乱了套”“干什么都没

有头绪”。她说：“我还是更享受一个人随心

所欲的状态，不想因另一个人去改变。”

“我想用尽全力对他好，看见任何好

东西都想买给他。”回忆和前男友相处的场

景，外语专业的张方说。然而，男友一年前

提出了分手。张方不解，自己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让男友回心转意。后来她明白，不喜欢

了怎么做都没有用。她说：“我现在不敢恋

爱了，不想自己的心意被辜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是

调研的设计者之一，她认为，大学生恋爱

意愿降低主要和原生家庭的影响、社会思

潮的变化以及恋爱的不确定性有关。

“很多父母的婚姻不幸福，充斥着争吵

或无聊。”陈祉妍表示，在这种氛围的影响

下，学生很容易对婚姻失去信心。社会思

潮 的 变 化 是 影 响 大 学 生 恋 爱 观 的 重 要 因

素。“以前很多人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现

在的很多大学生对此无法接受。”她同时

认为，当今大学生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

比以前更低。科技的发达与社会的进步让

生活的确定性增加：社交媒体实时通信，

出 门 有 导 航 ， 吃 饭 有 点 评 网 站 “ 种 草 ”

“排雷”⋯⋯然而，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

度是需要练习的。陈祉妍表示，确定性增

加意味着练习变少，人对不确定性的耐受

度很可能会随之降低。

相比于工作和学业，恋爱具有更多的

不确定性，这更让大学生望而却步。陈祉

妍说：“只要努力工作，你就容易被老板

看到，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即便日后离

职，你也拥有了更多的工作技能，可以迁

移至下一份工作。”但是恋爱需要更多的

勇气和智慧。

在单身的黄金时代，还有
谈恋爱的必要吗

现在似乎是一个单身的黄金时代。不

想做饭，可以点外卖；想要休闲娱乐，电影

院、音乐厅，随意挑选；想要旅行，导航在

手，说走就走⋯⋯在生活中，他人陪伴不再

是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即便只有一个人，

也能过得很快乐。

当单身的确定性快乐和恋爱的不确定

性幸福相遇，我们还有恋爱的必要吗？谈恋

爱的意义是什么？

失眠、焦虑、烦躁⋯⋯临近毕业季，白

洁在求职和论文的双重压力下，情绪起伏

不定。她常常感叹：“幸好有张宁。”白洁的

男友张宁比她大了一届，她如今面临的困

难和压力，张宁都经历过。平日里，张宁

常常带白洁出游散心，帮她看简历，训练

面试技巧。在男友的帮助下，白洁不但压

力舒缓了很多，也收获了理想的工作。

“ 我 总 是 控 制 不 住 地 ‘ 作 ’。” 恋 爱

后，李敏就像变了一个人，她从前情绪稳

定，理解他人，现在因为一点小事，她就

能对男友大发雷霆。“我后来才发现，原

来我是一个对感情缺乏安全感的人，我的

‘作’不过是想确认男友对我的爱。”发现

这一点后，李敏开始努力提升自我，“不把

情绪寄托在他人的评价上。”

报告显示，恋爱中的大学生抑郁得分

最低，焦虑得分也较低，单身想脱单大学

生的抑郁和焦虑得分显著更高；在无聊感

上，恋爱中的大学生无聊得分最低。健康

良好的恋爱关系对于心理健康或许具有促

进作用。

在陈祉妍看来，当双方处于一段健康

良好的恋爱关系中时，二人能为彼此带来

更多的情绪支持，愿意努力去理解对方，

互相扶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更深层地认

识自己。陈祉妍建议大家不要排斥恋爱，而

是通过恋爱探索自我。

恋爱应该怎么谈

追寻健康良好的恋爱关系，陈祉妍建

议学校应加强恋爱心理健康教育，根据不

同学生的发展特点，针对性地设立相关课

程，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如果由于原生家庭的问题而不敢谈恋

爱，陈祉妍认为，学生可以寻求心理咨询的

帮助。至于有脱单想法的大学生，不要被动

等待，“幸福需要自己去寻找和创造”。

陈 祉 妍 还 特 别 针 对 女 性 恋 爱 提 出 建

议。“当今我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幅提升，

当一个女性有才能又努力，是有机会拥有

较高职位，赚到更多金钱的。”她认为，当

代女性应该具有新的恋爱观，不要将择偶

标准局限于“慕强”之中。“我的意思不

是说一定要向下找。”陈祉妍表示，我们

要优先考虑那些影响幸福的可能性，不应

该被标签所束缚。

陈祉妍曾在某节目的年终盘点里听说

过一对老夫妻，他们结婚近 60 年，爱情

仍在。这位女士在年轻时是飞行员，男士

只是普通士兵。丈夫始终是妻子的坚实后

盾，支持她的飞行事业。陈祉妍说，他们

打破了传统婚姻观念的束缚，虽然存在职

位差异，但生 活 幸 福 ， 是 值 得 学 习 的 样

板。“我不认为恋爱双方有简单的强弱划

分。”陈祉妍表示，如果一个丈夫愿意去

照 顾 和 支 持 事 业 上

比 自 己 强 的 妻 子 ，

就 足 以 说 明 他 具 备

强 大 的 胸 怀 ， 不 需

要 学 历 、 身 高 等 去

证明。

（除 陈 祉 妍 外 ，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为什么有些大学生不想“脱单”了

□ 黄彬彬

“这人到底喜不喜欢我啊？”“出轨

的蛛丝马迹，到底是我想多了还是确有

其事？”“他/她当时说那句话到底是什

么意思？”⋯⋯遇到感情问题，人们会

自 然 而 然 地 寻 求 他 人 帮 助 ， 父 母 、 好

友、心理咨询师，甚至可能会找上算命

先生和塔罗大师。比起玄学，有没有科

学一点的手段能帮到我们？比如现在已

然能够辅助人们完成工作的人工智能？

坏 消 息 是 ， 就 目 前 的 发 展 进 度 来

看，能够对情感问题进行准确分析、详

尽 解 答 的 人 工 智 能 还 没 出 现 ； 好 消 息

是 ， 用 人 工 智 能 下 属 的 机 器 学 习 的 方

法，研究者们迈出了科学预测关系的踏

实一步。

机器学习算法比传统的统计模型更

灵活，可以同时处理尽可能多的预测变

量数据，预测非线性的变量关系，并估

计预测变量间复杂的关系，正好用于谈

恋爱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繁复场景。而

这些研究发现的一些结论，也能帮助我

们 更 准 确 地 拨 开 迷 雾 ， 看 清 亲 密 关 系

中，哪些东西尤为重要。

1、人工智能可否告诉我：这个相亲
对象想不想和我发展？

答：很可惜，AI 不知道哦。

在两项快速约会研究中，每位参与者

参加 4 分钟的异性速配活动，通过机器学

习算法发现，参与者所报告的 100 多个特

征和偏好组合，只能预测 4%-18%参与者

想 与 速 配 对 象 谈 恋 爱 的 总 体 趋 势 ， 7%-
27%速配对象想与参与者谈恋爱的总体趋

势，但无法预测每一位参与者自己的恋爱

欲望。

尽管一些婚介公司和关于亲密关系的

理论认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初的吸引

力程度，是两个人自我报告的特征和偏好

的产物。然而，在每一次浪漫的邂逅中，

双方每一个微小却真实的互动，将共同预

测你与对方是否想继续发展的恋爱欲望。

就 像 你 与 男 朋 友 第 一 次 见 面 时 的 心 动 时

刻，是他让你走在远离马路那侧、帮你推

开门，这些瞬间人工智能恐怕猜不到吧！

2、人工智能可以预测我和伴侣以后
的关系变化吗？

答：人工智能目前还不能预测亲密关

系的变化。

一 项 2020 年 发 表 在 《美 国 科 学 院 院

报》 上 的 研 究 ， 通 过 机 器 学 习 算 法 分 析

29 个 实 验 室 43 个 纵 向 数 据 集 的 11196 对

情侣发现，关系质量的主要关系特质预测

因子为感知到的伴侣承诺 （如“我的伴侣

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欣赏 （如“我

觉得我的伴侣能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我很

幸运”）、性满意度 （如“我对我们的性

生 活 很 满 意 ”）、 感 知 到 的 伴 侣 满 意 度

（如 “ 我 们 的 关 系 使 我 的 伴 侣 非 常 开

心 ”） 和 冲 突 （如 “ 我 和 伴 侣 吵 架 的 频

率”）；主要个人特质因子是生活满意度

（如 “ 我 的 生 活 条 件 很 好 ”）、 消 极 情 绪

（如“痛苦”“易怒”）、抑郁 （如“我感

到绝望”）、依恋焦虑 （如“我很担心我

与他人的关系”） 和回避 （如“我不喜欢

与伴侣太接近”），每项研究开始时预测

了 45% 的 关 系 质 量 差 异 ， 结 束 时 预 测

18%，但关系质量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

亲 密 关 系 好 不 好 其 实 是 一 种 主 观 感

受，已有大量的研究发现，和伴侣的关系

差会给个人健康、工作、孩子发展等诸多

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不快乐的婚姻可以

预测更糟糕的身体状况、高血压、免疫系

统 功 能 低 下 、 死 亡 率 和 心 理 健 康 问 题 风

险、失业率、孩子更低的幸福感等。因此，拥

有一段高质量的亲密关系，是在为我们的

健康和幸福谋福祉呢！

可惜的是，目前发现的因素还不能精

确地预测关系的走向。但这项研究也给了

我们一些启发：你对关系的认识，比你的

个人特质更能预测关系的质量；在关系早

期，你对关系的看法很重要，所以你有任

何不舒服之处要尽早沟通哦！

3、人工智能可以帮我理解伴侣的
“言外之意”吗？

答：这个可以有！机器学习甚至比资深

心理治疗师更懂哦！

一项研究通过视频观察 134 对婚姻出

现问题的夫妻，录制夫妻讨论的视频，通过

行为信号处理技术，进行语素与肢体语言

分析。结果发现，机器学习提取的声学特征

对夫妻“言外之意”的预测准确率高于训练

有素的心理治疗师的手动编码。

除 了 所 说 的 内 容 本 身 ，语 音 语 调、口

语、肢体动作等都是帮助理解伴侣心意的

重要线索。人工智能可以通过采集和分析

这些线索，推测人类语言的弦外之音。其实

我们也可以细心且耐心地去捕捉和理解伴

侣的心思。一时不理解的含义，也可以通

过沟通去确认。人工智能发挥的是辅助作

用，其实沟通是最好的方法啦！

4、人工智能能否预测我的伴侣会不
会劈腿/出轨？

答：一定程度上可以，未来可期。

一项 2021 年的研究询问了 1000 多名

成年人的不忠经历 ， 并 收 集 了 大 量 关 于

他 们 性 生 活 、 人 际 关 系 及 其 他 人 口 统 计

学 信 息 ， 结 果 发 现 人 口 统 计 学 和 人 格 因

素 是 较 弱 且 不 一 致 的 预 测 因 子 ， 而 关 系

因 素 预 测 性 更 强 ； 性 和 关 系 满 意 度 低 、

性 欲 高 和 缺 乏 爱 是 不 忠 最 有 力 的 预 测因

素。男性模型效应量 0.28-0.33，女性模

型效应量 0.18-0.49。

研究还发现，解决双方关系中的问题，

可以减少伴侣离开关系寻求其他满足的可

能性，对关系满意的人通常不太可能出轨。

然而，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计算机等的

发展，不忠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研

究结果表明，自由的性态度、在一起时间

更长、更强的性欲预测更多的网络不忠行

为。前人研究发现，男性更容易在关系之

外进行性行为，但该研究发现不忠的性别

差距似乎正在缩小，性别仅可以预测网络

不忠，男性会出现更多的网络不忠。

小 结

无论机器学习还是其他心理学研究，
基于数据统计的结论仅供参考，每个人都
可能是特例。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研究
结果，帮助我们解决恋爱中的一些问题。
相关结论可以推广到亲密关系的质量提升
与问题解决方面。

机器学习的结果使研究人员能够将强
大的机器学习算法和最先进的工具结合使
用来进行模型解释，可以提供精确的预
测，并加深我们对预测结果的最重要因素
的理解。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心理学的一
个主要目的就是加深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关系科学还处于
起步阶段。不同于 AlphaGo 可以通过反复
训练与参数调节，使下一次落子更合适，研
究爱情的人工智能面对的局势更为复杂。
关系双方各自的特质、双方的互动、偶然生
活事件的发生，都可能使关系发生变化，而
且情感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但我们也可以带着信心与耐心，期待科学
技术的不断革新，将会让人工智能在为人
类服务的过程中，带来更多的惊喜。

当AI开始预测情侣关系

□ 殷锦绣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许多人在社交

平台上表达对离世亲友的想念。有些文

案写得真挚感人，引得许多网友评论、转

发。只是，评论中有些表达乍看和感人氛

围格格不入，让人摸不着头脑：“眼睛出

汗了”“眼睛起雾了”“眼睛尿尿了”⋯⋯

直到有人这样说“我没有哭，只是眼睛

进沙了”，其他人才明白：原来，大家

是在用“眼睛出汗”等表达方式，来避

免直接说“流泪了”“哭了”。

为什么呢，“哭了”这个词，就那么

难以启齿吗？

为哭泣羞耻大可不必

从 小 ， 家 长 就 教 育 孩 子 “ 要 坚 强 ”

“别哭了”“没必要哭”，甚至会在孩子哭时

说“还哭，不嫌丢人”。好像“哭”、有负面情

绪这件事不够体面，是令人羞耻的，才会连

带这种表达都让人感到不好意思。

这种通过抑制情绪表达行为希望来降

低主观情绪体验，在情绪调节策略中被叫

做“表达抑制”。综合多项研究来看，这

种表达抑制的调节策略，反而会让人后续

有更多的负面情绪体验。也就是说，对哭

泣感到羞耻、不让人哭才大可不必。

这并不只是中国文化特色现象，也并

不只有我们需要对哭泣去羞耻化。日本甚至

有一种职业叫“泪活老师”，或叫“眼泪治疗

师”，专门上“求泪”课堂，来帮人们放下“我们

不该哭”的观念，自在地哭出来、好起来。从心

理健康的角度考虑，全世界都在号召摒弃

“哭泣羞耻”，因为哭其实有很多好处。

哭泣其实好处多多

哭是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从生理上

看，哭泣需要我们做更深更长的呼吸，而深

呼吸是平缓心律、平静情绪的重要方法。美

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莱姆西医学中心的研

究发现，眼泪中含有和压力有关的激素成

分，也就是说眼泪会带走我们的部分压力。

哭泣还会帮我们产生更多的内啡肽，这是

一种可以让人心情愉悦的神经递质，所以

“哭完就会好受一些”并不是一句空话。

哭甚至可以让人更健康、长寿。眼泪可

以排出人体废物，保持眼球湿润，洗去眼部

灰尘，其中含有的溶菌酶还可以对眼部进

行杀菌。有研究认为，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

性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女性更常哭泣。

哭还能拉近人际距离。哭的时候，我

们卸下了防御，袒露了自己的脆弱，而这

意味着你信任对方。所以，一起经历过负

面 事 件 、 一 起 哭 过 的 朋 友 ， 感 情 会 更 牢

固。朋友之间发生冲突时，哭也可以起到

推动和好的作用，因为哭把深层的无助情

绪从表层的愤怒中挖掘了出来，让两方看

到彼此需要对方支持的愿望。在心理咨询

室中，当一向压抑情绪的来访者开始哭泣

时，咨询师就会知道，两方的关系更安全

了，改变的契机也到来了。

这样哭泣效果更好

如果你想让哭泣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

挥，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方法。

想嚎啕大哭时就放声哭。想大哭时，我

们情绪能量往往比较强，如果这时我们还选

择默默流泪、小声啜泣，这些能量只能很慢

地释放出来，让我们哭很久仍然还想哭。而

大哭几分钟则可以快速释放能量，让我们更

快恢复到比较平静的状态。不过，也不必在

情绪能量不强时刻意地大哭，否则可能会让

自己很累；大哭完最好多喝点水润润嗓子。

可以哭的具体地点多种多样，我们最

好选择空气流通的地方去哭，而不是狭小

闭塞的空间 。2021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小

鼠在二氧化碳浓度较高的环境下，再次面

对创伤性刺激时，创伤性的反应会持续更

长时间、更难恢复，可能是二氧化碳强化了

对创伤经历的记忆。因此，虽然在被窝里蒙

着头哭可以让人感觉安全，但为了更快恢

复，还是选择去阳台哭吧。

另外，如果你想在其他人面前哭，最好

先评估一下这个人对你来说是否“安全”，

会不会做出说教、鄙视等让你心里更难受

的行为。哭是可以拉近人际关系，但拉近的

效果也取决于这个人怎么样。

当然，如果换成是别人在我们面前绷

不住哭了，我们也要抱着接纳宽容的态度，

允 许 他 们 哭、陪 伴 他 们 宣 泄 。上 野 千 鹤 子

说：“人以弱者的状态来到这个世界，最后

也会以弱者的状态离开，我们就该承认自

己有软弱的一面，在这个基础上，去相互支

持，相互帮助。”“哭了”没什么好羞耻的，让

我们想哭就哭，想说“哭了”就直接说吧。

“眼睛出汗了”？不妨直接说“哭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悦

晚上 10 点半，踩着图书馆的闭馆铃

声，杨蕊走出自习室。

回到宿舍，她打开桌面上的小台灯，

翻开不久前合上的书本，再次温习起专业

课知识。与无声的宿舍相比，杨蕊内心却

起伏难安。

2023 年 ， 全 国 硕 士 研 究 生 招 生 考 试

报考人数高达 457 万，杨蕊是备考大军中

的一员。那段时间，她每天两点一线，往

返于图书馆与宿舍之间。早上 7 点起床，

8 点进入图书馆自习室，除去午休与吃饭

的 时 间 ， 一 直 到 晚 上 10 点 半 图 书 馆 闭

馆，“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花在学习上。”

过大的压力，使杨蕊透不过气来。最

焦虑的那几天，她两天只睡了 4 个小时。

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大脑异常活跃，总

在反复思考，“是不是今天进度慢了？别

人都比我学得好？”

这一刻，难掩焦虑的杨蕊选择拨打了

山东 12355 青少年服务热线（以下简称“山
东12355”）。

在接到杨蕊的电话后，山东 12355 热

线工作人员迅速反应，进行一对一帮扶，

由山东省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心理咨询服

务 总 督 导 泰 祺 为 同 学 解 决 问 题 。 在 电 话

中，杨蕊详细描述了备考时产生的焦虑情

绪，并在泰祺的引导下，讲述了过往的生

活经历。原来中学时，由于性格内向、自

卑，杨蕊曾遭受过校园暴力。此后，一旦

在生活中感受到压力，杨蕊很容易沉溺于

负面情绪，陷入过度紧张的精神状态。

随着交谈的深入，泰祺观察到，杨蕊

身上还带有讨好型人格特质。此前，杨蕊

并不想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研只是

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与‘面子’。”平时她

也会习惯性考虑他人感受，将自己的需求

放在次要位置，“就算很不舒服，我也会

一直忍着。”

“我不行”是接通电话后，泰祺听她

说过最多的词。此时，哭泣声从电话那头

传来。

“深呼吸。你现在在哪儿？所处环境

是安全的吗？”泰祺问。

“在宿舍，是安全的。”在泰祺的引导

下，杨蕊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在了解杨蕊并无过激行为、环境安全

后，泰祺对她作出初步评估。泰祺认为，

杨蕊展现出因长期讨好型人格导致的情绪

压抑、自我价值感偏低等问题。

“ 其 实 关 注 别 人 的 感 受 不 是 一 件 坏

事，可能别人会认为你善解人意、乐于助

人，需要注意的是在人际中的界限。哪些

时候你可以照顾他人，哪些时候照顾他人

会让你很难受、很委屈。”泰祺说道。

泰祺建议，在人际交往中，无论面对

父母、老师还是同学，当自身感受不舒服

时，应首先尝试表达自我感受，勇于拒绝

他人的不合理要求。同时，学生可以通过

列举评估清单的方式减缓压力。比如，每

天写三个自己的优点，适当奖励自己的好

行为。“清单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更关注现

实，注重当下。”泰祺补充。

当学业、考试压力过大时，学生应首

先关注自身身体状态，在身体健康的基础

上提高抗挫力。“身体是基础，只有身体

健康，才能更好地复习、备考、调整人际

关系。”泰祺建议同学们更多地向家人和

朋友倾诉，寻求支持与关心。此外，学生

也应主动调整状态，转移注意力，提升抗

压能力。比如，“放下手头的学业，听一

些舒缓的音乐，或和朋友去操场上散步聊

天都是解压良策。”

挂断电话前，泰祺还提醒杨蕊注重身

体，保证睡眠和饮食，在学习中注意劳逸

结合，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放松。

今年上半年，山东 12355 接到过许多

与杨蕊有类似问题的学生电话。泰祺告诉

记者，山东省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服务时

间从早 9 点持续到晚 9 点，每天保持 12 小

时连续接听状态。“在此期间，任何地区

的 人 ， 只 要 拨 打 0531-12355， 就 可 以 接

入山东 12355 心理和法律咨询热线。”省

级 心 理 咨 询 热 线 共 有 4 名 专 职 人 员 进 行

接 听 ， 接 线 人 员 均 为 专 业 心 理 从 业 者 。

在上岗接听热线前，接受过正规专业心理

学训练。

泰祺介绍，山东 12355 还建立了高效

的危机干预体系。针对危 机 情 况 ， 接 线

人 员 会 第 一 时 间 上 报 专 家 督 导 团 队 ， 与

各相关职能部门、16 地市进行联动，争

取 在 最 短 时 间 内 化 解 危 机 。 自 去 年 3 月

15 日 以 来 ， 山 东 12355 共 处 理 心 理 危 机

热 线 440 余 通 ， 均 得 到 妥 善 处 理 并 持 续

跟进关注。

如 今 ， 山 东 12355 正 积 极 推 动 与 110
报警服务台协同联动，利用公、检、法、

司、教育等部门工作网络，强化 12355 平

台“服务受理、评估分流、跟进处理、反

馈总结”的综合功能，真正建设成为青少

年权益服务的综合阵地，做到有求助必有

反馈。

（为保护来访者隐私，文中杨蕊为化名）

“讨好型人格”的内耗：

如何做
自己情绪的主人

大学生恋爱意愿降低
主要和原生家庭的影响、
社会思潮的变化以及恋爱
的不确定性有关。相比于
工作和学业，恋爱具有更
多的不确定性，这更让大
学生望而却步。

视觉中国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拨开迷雾，看清亲密
关系中，哪些东西尤为
重要。

全世界都在号召摒
弃“哭泣羞耻”，因为哭
其实有很多好处。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