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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实习生 郑 全

很多人被问到“你愿意跟艾滋病

感染者拥抱、牵手或一起吃饭吗”这

个问题时，嘴上都会回答愿意，但如

果一名艾滋病感染者真的坐在面前要

跟其共餐或交往时，大部分人都会选

择转身离开。

这种矛盾表现引发了广西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 2020级学生翟晴的沉思。

2021 年 9 月，翟晴和 9 名同学及所在

学院 3 名老师组成研究团队，对此展

开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想象接触内

容对艾滋病感染者群体内隐和外显

态度的影响——基于 120 名大学生

的实验分析”带到了前不久举办的

第十一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决赛现场。

“我们做了一个心理学实验，用

内隐联想测验和外显调查问卷调查校

内 120名本科生面对艾滋病感染者群

体时的真实想法。”团队成员于镇菡

介绍说，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发

现， 120 名大学生被试对象对不同

类型艾滋病感染者的外显态度平均

值均大于外显态度的中间值 75，这

表明大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群体的

外显态度比较积极。可经过进一步

研究分析，她们发现，在内心深

处，大学生仍然偏向于将艾滋病感

染者群体与消极词联系在一起，说

明大学生对待艾滋病感染者群体的

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是存在矛盾的。

经过进一步访谈和调查，团队成

员发现大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群体的

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一方面是由于大学生倾向于做出与社

会期望一致的反应，导致其对艾滋病

感染者群体的真实态度难以完全显

现，使其外显态度与真实想法相矛盾。

另一方面，由于公益事业、卫生知识的

普及，大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这个特

殊群体表现出了更高的包容度。但现

实生活中他们缺少与艾滋病感染者的

真实接触。当他们在生活中突然面对

这一群体时，会本能地出现偏见和恐

惧情绪。

在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后，心理学

中“想象接触”这一概念走进了翟晴

团队的视野。想象接触以与外群体

成员社会互动的心理模拟过程为基

础，不涉及面对面的实际接触。它

强调对达到目标的心理过程进行积

极模拟，通过这种积极模拟的过程

改善对外群体的认知，并控制好情

绪，应对紧张焦虑，从而产生积极的

对外群体的态度。

翟晴介绍，自己团队期待用想象接

触的方式，探索减少对艾滋病感染者群

体歧视偏见程度的有效措施，缓解艾滋

病感染者群体面临的歧视和污名。

“请花两分钟的时间想象一下，

在参加志愿者活动时，你去了一家艾

滋病感染者的互助中心，在那里你遇

到了一些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成

年人，在这次活动中，你力所能及地

帮助他们，并与艾滋病感染者交流，

在聆听中你发现了一些关于他的积极

的、正面的东西，请想象这个场景以

及关于他的经历。”在想象接触的材

料中，团队成员设计了一些隐藏在文

字描述中的正面词语，引导人们进行

积极的想象。

“他是一名基层民警，在一项执勤

任务时与携带 HIV （艾滋病病毒） 的吸

毒人员进行了搏斗，只是恰好身上有一

个微小的创口，刚好血液沾了上去，因

此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应该

会对他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他感受到

来自其他人的歧视，药物治疗的副作

用，沉重的心理负担导致他产生悲观

消极的心态。他希望身边的家人朋

友，包括社会上的人，减少歧视，能

正常地与他们拥抱、进餐。”受访者写

下了这样的答案，在这一过程中，受

访者就完成了一次积极的想象接触。

翟晴团队收集的实验数据也有力地证

明 ，想象接触，尤其是积极想象接

触，可以有效降低大学生对艾滋病感染

者群体内隐态度中的偏见。

“我想把这种方法用在以后的宣传

上去，比如说在小学，中学进行防艾教育

时，可以加入一些想象接触的小游戏，去

引导他们减少对艾滋病感染者群体的偏

见，真正地包容尊重艾滋病感染者群体，

这样等他们长大以后，社会上对于艾滋

病感染者的歧视就会少很多。”翟晴表

示，这一实验的意义在于，想象接触不仅可

以应用在减少对艾滋病感染者群体的偏见

上，还可以应用在其他社会歧视的减少，比

如说改变对乙肝丙肝这类传染性疾病的误

解和偏见，打破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等等。

翟晴团队用了 1 年半时间，做了 4
轮实验，同时深入艾滋病感染者群体，

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

们更能共情这些特殊人群，“我希望类

似‘艾滋病感染者’

这样的少数群体和特

殊人群能得到更多人

的关注和平视，他们

同样可以在阳光下自

由地呼吸。”

一群大学生用“想象接触”实验反歧视

□ 沈杰群

现在知识类视频有多火爆？
日前，“B站播放时长最长内容

是高等数学”话题引发关注。来自
山东济南的 UP 主“宋浩老师官
方”发布的《〈高等数学〉同济版
全程教学视频》，收录了154讲授课
视频，总时长76小时。截至5月11
日，该系列视频播放量突破1亿；截
至5月23日，弹幕多达220.3万条。

深夜，你如果点开宋老师的高
数视频，可能会发现还有300多人
同时在他的视频里苦学高数。

打开宋浩的高等数学教学视
频，前来报到的同学们在弹幕集
合，一起打出弹幕“梦开始的地
方”，还会各自用所在大学名签到
上课。等到课程结束时，大家会打
出弹幕“完结撒花”“感谢宋老
师”“全体起立，老师再见”——
就算在线学习，也不能缺了线下课
堂的仪式感。

火上热搜后，宋浩老师对媒体
回应：“播放量高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没有想到竟然是时长第一。”在他
看来，课程视频之所以火，一方面
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有通过网络学习
课程的需求，另一方面，个人讲课
风格也占一定因素。现在他想努力
打造有意思的课堂。

去视频网站和千万陌生网友一
起“在线上课”，在知识类视频里
求学、遇见同路人，这已然成为当
下年轻人的新热潮。

在此前公布的B站累计播放时
长最高的10条视频中，有7条是知
识和课程类视频，包含高数、会计职
称等多种内容。除了《高等数学》，宋
浩的《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等教学视频也排在前列。

在宋老师高数教学视频弹幕
里，有人说：“感谢宋老师让我见
识到数学的美妙。”这句话很动
人，令笔者想起去年夏天热播的电
视剧《天才基本法》。那部剧讲述
了数学天才林兆生与女儿林朝夕、
高智商少年裴之，在数学推理和双
时空交互中寻找自我的故事。剧中
有句台词当时戳中了很多观众：“与探索未知的美
妙相比，世界上大部分噩运，都不再重要。”

或许，学数学的这一趟旅程，除了会做题，
还能寻觅到探索知识的美妙。

宋老师的高数视频走红说明了一件事：个性
化的知识类视频，能与传统教学课堂形成有效

“互补”。
毕竟，学高数是很多大学生的“刚需”，也

是需要努力攻克的难关。笔者刚上大学时，就有一
个调侃段子流传很广：“从前有一棵树叫高数，上
面挂了很多人。”在高数面前，谁不希望能顺利“渡
劫”呢？但很多人内心不免怀有畏惧。

数学最困扰人的是“不懂”，哪怕背下了所
有的公式，如果没有搞懂推理过程，一味套公
式，还是很难把公式和千变万化的题目自然结合
在一起。学生们都希望老师能把公式推导过程讲
得细致、易懂。

值得一提的是，宋老师的高数视频起源，正
是因为多年前有几个学生反映上课听不懂、跟不
上，他决定把自己上课全程录下来供学生学习。
原本是让班级同学观看使用，后来传播愈发广
泛，在同学们建议下宋老师上传到视频网站。

枯燥、艰深，是很多人对数学的印象。如果
有一位老师能真正把数学知识点讲得有趣，讲成一
个好玩的“梗”，也许数学就能换了一副面貌，与
学生温柔相对。例如宋老师讲“洛必达法则”的

“冷知识”，讲符号命名的由来，原本看似枯燥无味
的数学知识点也成了一个个“有故事的生命”。

数据统计，3年来，B站的知识类创作者数量同
比增长86%，知识类视频投稿量同比增长199%。

网友们喜欢看知识区UP主上课，还有一个
原因是，这样的课堂和老师令学生感到亲近，感
觉“老师一直在身边”。一些理工科学生提到，
读大学时遇到不会做的题目、没懂的知识点，更
倾向于请教师兄师姐、请教助教，而不是去问任
课老师。

这就让我们反思，传统教学课堂是否应该多
一点师生联结感，让学生们不惧请教老师，敢于
说出“我不懂”这句话，有效提升学习效率。

宋老师的数学课堂视频，除了能接收到大量
知识点“干货”，有时还能感受到这位老师对学生
的关心。比如他说：“概率为0的事件未必是不可
能事件。”鼓励同学们追寻幸福；还诚恳告诉大家
珍惜校园时光，读书岁月是值得一辈子去想念的。

宋老师说：“如果人生是童话，如果我们的
童话故事里头，我可以永远做你们的老师，你们
可以永远做我的学生，我们这个课可以一直讲一
辈子的话，我宁愿活在这个童话世界里。”

个性化知识类视频的火，让我们更期待未来
教学模式的改变：数学不是一个坎儿，而是一段
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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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荆昭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戴月婷 李 想

这届年轻人的毕业论文致谢里，

都写了谁的名字？这是团中央微博号

近日发起的话题征集。评论区中，有人

说自己把偶像周杰伦写到了硕士论文

里，有人感谢自家猫，还有人感谢自己

的头发……花样致谢的背后，有哪些美好

的青春故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

一些应届毕业生，邀请他们讲述对恩师

的谢意、对青春的缅怀，对梦想的求索。

那些没说出口的感谢，
都藏在毕业论文中

论文致谢中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

已经不再新鲜。被致谢的一方，还可能

是一只动物，一顿美食，甚至是现实中

不存在的人物。前不久，网友@青杳

晒出的致谢，引来很多围观。

这位网友把爱宠和美食洋洋洒洒地

写在醒目的位置：“感谢宿舍区的每一

只小猫咪，治愈我很多不开心；感谢每

一本我看过的小说，文字是我的乌托

邦；感谢牛肉火锅，给了我很多次满足

的喟叹；感谢傍晚好看的晚霞、校道上

洒下绿荫的大树、偶尔跟朋友在操场散

步的夜；感谢学校桥头的关东煮、瑞二

的米线、达理的烧腊……”

另一位年轻人在论文致谢中幽默地

调侃道：“感谢我的头发，依然顽强的

在我头上！”还有人感谢周杰伦——

“在我每一个奋战实验、焦灼难安的时

刻，是他天马行空、人间天籁的音乐抚

平我的焦躁。”

看到这些致谢，北京交通大学语言

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靖雨感受到特别的

温情，“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

也。写致谢的年轻人能够体察细微之

处，去感受人世间的‘小美好’‘小确

幸’，说明写作者是具有同理心的。同

时，这些致谢能够引发更多的人共情，

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情感表达的开放

和包容。”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新闻与

传播系副主任刘文红教龄超过 20 年，

据她观察，以前学生们写致谢，感谢最

多的是老师、家人和学校。现在， 00
后作为移动互联网“原住民”，有着强

烈的自我表达意愿，更加追求个性化的

表达体验。他们越来越敢写，不仅致谢

的篇幅越来越长，感谢的对象也不仅限

于人物。

前不久，刘文红参与评选优秀毕业

论文时发现，许多学生喜欢把亲朋好友、

恋人的名字写在致谢里，将其视为对好

友亲人的“郑重感谢”和“浪漫表白”。

“我读本科时和他相识，那时毕业

论文中写的是‘感谢师兄’，后来，我

写硕士论文时，变成了‘感谢男友’。”

网友@小胖妞 晒出的论文致谢里，记

录了她和男友相知、相恋的全过程，

“他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同样写了我，

从‘感谢师妹’变成‘thanks for my
wife’”。在这位网友看来，恋人要共

同进步，相互激励，才会有更长久的未

来。许多人在此评论下跟帖说，“见证

了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

刘文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一些年轻人的致谢很有创意，甚至还会

提到“未曾出现的爱人”。中国计量大

学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唐宇菲就写

道：“感谢大学四年都没有出现的男朋

友，得以让我认真学习，写完论文。”

看到这群年轻人“别出心裁”的致

谢，刘文红感同身受，她说，这恰恰说

明这届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

往，教育渠道的多元化，让 00 后们思

想更加活跃，喜欢创新，表达的情感真

挚又动人。

他们的闪光青春，被刻
进论文末尾的致谢里

杨守志今年 22 岁，是上海交通大

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二年级的学

生。他在本科论文致谢中，讲自己曾经

是一名留守儿童，很早就入校，但是

“早入学”并没有带给他旁人想象中的

“年龄优势”，相反，他很受困扰，“学

业跟不上，身边知心朋友少”。读本科

时，杨守志结识了多位好友，他们一起

做项目、打比赛、熬大夜。4年后，虽

然大家奔赴到了不同的领域，但是那份

同窗情被写进致谢里，他感谢好友的包

容、理解、互助，很多瞬间被深刻地印

在了记忆深处。

在写致谢时，武汉工程大学会计学

本科毕业生吴亮全篇用了文言文。“遥

思初来之时，四时光景，终不复矣。然

四载之间，相遇相知，相熟于心，工大

之草木楼室亦系情思……”在他看来，

大学的每一寸光阴和草木都寄托了“情

思”，更重要的是，在美好的时光中，

吴亮遇见了继父，“亦真心相待，为子

操劳”，他把这几个字写到了致谢中。

吴亮说，继父视自己为亲生孩子，一直

鼓励他坚定、自信，大胆地去尝试新鲜

事物，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填补

了吴亮缺失的父爱。

“光影在实验室的窗前流转，很多

次推开门，偶然透过落地窗的一瞥，远

方的地平线上，橘子正跌进迢迢星

野。”上海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

业硕士毕业生张宇在硕士毕业致谢论文

里用暖色香甜的“橘子”来形容自己求

学的时光——从早到晚，在实验室坐冷

板凳、搞研究，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

最后像橘子一样沉入到夜幕之中，又好

像奔赴自己的星辰大海。

在一次次披星戴月中，张宇给自己

定下了矢志不渝的人生目标——攻克卡

脖子的技术难题。读研究生时，他研究

的是航天发动机的一个小部件，今年 9
月，张宇将前往北京大学继续深造，这次

他的研究方向稍有变化，改为与芯片研发

相关，即便这是国家技术难题之一，他在

致谢里表示“而今万般熙攘化清风朗月，

前路漫漫，亦不再畏惧”。

“写致谢没有技巧，全是感情”

“2022年年末，我写论文时正值重庆

疫情高峰，您在半夜指导完论文时说：诗

韩，如果过年回不去重庆，就来我家过年

吧，不用担心。”“有一次差点被误会时，

您的第一反应是：我相信诗韩。”“国家奖

学金公示时，您在朋友圈中为我写下祝

福……”这是天津商业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硕士毕业生李诗韩在致谢中写下的片段。

作为李诗韩的导师，天津商业大学管

理学院教师邢博没想到这些小事竟然被学

生记了这么久。李诗韩是邢博的第一位研

究生，目前，李诗韩被南开大学拟录取，

将在 9 月开启博士生涯。“我看完致谢，

很感动，为学生感到骄傲。平心而论，老

师给予学生专业上的指导是有限的，更多

的是帮学生开阔视野。”

“现在学生的致谢普遍变得细节化，

寥寥几句读下来，画面感就出来了。”刘

文红认为，学生借致谢这一“窗口”，回

顾总结自己的求学生涯，再次体会校园带

来的亲情、师生情、爱情、同窗情等情感

连接。刘文红平时和学生交流时，有的学

生对她说：“致谢，是我行文两万多字中

最温柔的两千多字了。”也有学生说：“写

致谢没有技巧，全是感情。”

当然，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赞成把毕业

论文致谢写得像自传。在王靖雨看来，致

谢是学术研究作品的结尾，整体基调应该

偏向于学术风格，致谢内容应该与研究内

容互为补充。

相较于致谢中的个人情怀，王靖雨更

关注致谢中写学术作品产生过程中的细节

故事。王靖雨回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

里，首先感谢的是“知识本身的有趣，促

使自己不断向前探索。”她希望，未来能

看到年轻人在致谢里多写写“我为什么要

做这篇文章的研究？我是怎么做这篇文章

的研究的？在研究的整个路途当中，是谁

在帮助我？还有哪些问题仍在求解？”

当然，王靖雨同样乐于见到藏在论文

致谢里的“新时代的新

表征”，“寥寥数语背后

的真情流露。”在很多

论文致谢里，她都能看

到时代给这届年轻人的

专属烙印，“那是一种

富有创造的精神气质”。

论文致谢，盛放大学生的独有浪漫

上排左起：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朱若凡、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学工程专业学生杨守志、上海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张宇

下排左起：上饶师范学院化学专业学生李飞翔、武汉工程大学会计学专业学生吴亮、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专业王一凡

宋浩在上课 网站视频截图

福清一中团
委聚焦青少年思
想引领，落实县
域共青团基层组
织改革举措，重
视共青团员选拔
与培养，全面推
行积分制入团，
不断保持和增强
团 员 队 伍 先 进
性；组织团员学
生 积 极 “ 走 出

去”，充分链接社会资源，探索多样
化的志愿服务；挖掘特色，充分利
用校内红色资源，成立学生红色宣
讲队。我校将进一步做好团员学生
思想引领工作，以更多元化的实践
活动发挥中学团委的桥梁纽带与辐射
引领作用。

团五常市委
始终坚持“为党
育人”这一根本
任务，以“学习
二十大、永远跟
党走、奋进新征
程”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为抓手，
不断提升团的引
领力；以全面从
严治团为抓手，
聚焦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扎实推进县域共青团基层组
织改革工作，不断提升团的组织力；
以服务青年发展为重点，聚焦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持续做好“志青春”服
务品牌，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创业
实训、环保实践等主题活动，不断提
升团的服务力。今后团五常市委将持
续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发展大局，持
续提升共青团“三力一度”，不断开
创共青团工作新局面。

团黑龙江省五常市委

书记 佟欣芯

福建省福清第一中学

团委书记 陈灵蓥

团队成员就调查设计展开讨论。 实习生 郑 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