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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下午，有网友称陕西省榆林
市第一医院两名穿着护士服的女子，在上
班期间用手机玩直播，频繁与网友互动。
有网友提醒“配药时直播不怕配错药？”配
药的女子则表示她们是专业的，“错不了”，
整个直播时长超过1小时。11月1日，院方
回应称，两名女子系实习生，目前已暂停其
实习工作。（11月2日《华商报》)

一边是配药，一边却是对着手机直
播，如此“一心多用”，让人大跌眼镜，“难道
不怕配错药”恐怕是多数人的担心。即便
参与直播的护士为实习生，也无法收获“同
情”。一方面，纵然可以说，边配药边直播
的操作是由于缺乏职业训练所导致的意外
情况，然而另一方面，如此缺乏职业敬畏和
专业理念的实习生，居然能够独自承担配
药的工作，医院的管理显然难辞其咎。

种种不可思议的直播现象，引发争议
与关注，在现实中其实并不少见。事实上，
就连护士在工作时直播也已经不是第一次

出现了。去年就发生过“女护士直播插胃
管”的闹剧。类似现象一再发生，其背后所
对应的，无疑是当前拍照与直播几近泛滥
化的现实。在一个号称全民直播的时代，
智能手机的便利，已经让直播可以随时随
地上演，操作者也从过去多是职业主播变
成了每个人。但直播的“平权”，让每个人
都有更多机会展示自己的同时，如护士直
播事件所示，也令整个社会不得不重新审
视直播的边界和伦理问题。

不少人渴望通过直播展示自己、吸引
关注，乃至维持生活，这或并不具备原罪。
可并不是一切场景都适合以直播的方式向
外界展示，更不意味着在做任何工作时都
可以随心所欲直播。而诸如“护士直播配
药”等各式的直播场景，都在提醒我们：直
播的摄像头应该是有边界的，应该止于应
止之处，而不是无远弗届。

曾经，人们以电影《楚门的世界》来隐
喻摄像头的无处不在，及其给生活带来的

困扰。然而，相比摄像头的隐蔽纪录，直播
的在线化公开呈现一旦失控，显然将展现
出更强和更难预料的负面后果。近年来，
像直播这样的互联网在线化分享应用快速
发展，而其主流人群又几乎与互联网时代
一同“成长”，不仅对新事物接受快，更把在
线生活视为一种理所当然。所以，这个群
体也往往很少去反问，当我们在直播时，到
底是在干什么？更遑论对其可能产生的负
面影响有足够的警惕。在这样一种无意识
之下，正常的直播伦理发育自然趋于滞
后。一些不可思议的直播现象屡屡出现，
也就有着某种必然性了。

所以，在缺乏直播伦理共识和直播边
界模糊的今天，如何让直播不变成一种无
远弗届的存在，外部的干预措施必不可
少。比如，像一些明显有违职业属性和道
德的直播行为，直播平台是否能够及时阻
断?无论如何，“直播一切”不应该成为一场
无底线和无所顾忌的狂欢与放纵。

近日，中年男人前所未有地被动
占领了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起因是

“油腻”。这场“风暴”发酵程度甚至远
超黑豹乐队乐手保温杯泡枸杞事件。
一时间，发胖、不洗澡、讲荤段子、爱教
育人，甚至“把串儿”，都成为“油腻”的
注脚，让众多中年男人从社会“中流砥
柱”变成了被嘲讽被奚落的对象。

事件的起因，是那位曾经有“春水
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之
类文字的作家冯唐，写了一篇《如何避
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这
篇文章被疯狂转发，更引出了“中年油
腻男”特征二十条、“中年男去油大法”
甚至“中年肥腻女”标准等类似于集体
狂欢一般的大喧嚣。除了文字还有漫
画，不知还会不会继续有相应歌曲应
运而生。当然，各种声音当中，也不乏
冷静理智的分析。其实，参加“狂欢”
的人们，也并非一味无脑追风，大多数
人心里，是多少存在反思的。只不过，

“莫须有”变成了“必须有”，全民狂欢
的机会，错过可惜，“双11”都需要拼奥
数了，喷一喷那些无力还击的人，成本
更低些吧。

说白了，对中年男人的吐槽，只不
过是众多“标签化吐槽”的最新衍生
品。在“广场舞大妈”、“拜金女”、“中
年妇女”、“碰瓷老人”、“熊孩子”之后，
终于轮到“油腻中年男”了。细想之
下，其实所有“标签化吐槽”的实质，都
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先定个罪
名，所有人往里填罪状”，是基本规
律。细看有关对“油腻中年男”的所有
指控和戏谑，就可以发现，如果说真有

“油腻”这种特质的话，男女老少，都应
该一同“去油去腻”，不论性别年龄。

中年男人这个群体里的大多数，
其实特别不容易。张爱玲说：“中年以
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
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
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半辈子打拼，
扛能扛的，顶能顶的，终极目标是有钱
有闲还要有情怀、满足其他所有人的
需求，但猛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活成了
别人口中的笑话。这种滋味，相信其
他被“标签化吐槽”的所有群体都有深
刻的感受。从被依靠、被期待、被英雄
化到被鄙弃，整个过程快得让人目不
暇给。特别是，被贴上的那些标签，也
许并不是某个群体的共同特征，而只
是个人修养、个人素质或者是个人品
位取向的体现。是大妈并不一定爱跳
广场舞，而爱跳舞的大妈们发现自己
放大音量扰民，戴上耳机被说成幽
灵。中年妇女们顾不上“对镜贴花黄”
是邋遢，注重仪表被说成老黄瓜刷绿
漆或者干脆就是老公有了外遇。就连
非人类的保温杯，也被生生加上了“变
老”、“愚昧养生”的标签。在凭空嫌弃
他人、以戏弄他人为乐的环境中，相信
每一个人，都得不到真正的安全感。
因为人无完人，若任何细节都可以被
无限放大成为被戏谑的理由，那么，每
个人、每一个群体，都可以瞬间被伤害
被践踏，无力讨得半分公平。

“标签化吐槽”，可能会随时殃及
每一群人、每一个人。因此，也许对他
人抱有最大的宽容和善意，才是和谐
温暖的社会环境的基础。(北京晚报)

护士直播配药是对直播边界的反向提醒

若任何细节都可以被无限放大
成为被戏谑的理由，那么，每个人、
每一个群体，都可以瞬间被伤害被
践踏，无力讨得半分公平。

全民狂欢下的
“油腻中年男” 浙江农林大学农学院有一门必修课叫

《农业生产综合实训》，下地种菜是这门课
的重要部分，期末成绩主要看收成以及同
学们的参与度，太差的拿不到学分。学校
对本门课程要求严格，还请来了资深农民
当助教，根本糊弄不过去。学生们从大一
开始就要下地干活，怕虫子、怕晒黑，种不
出萝卜番薯就拿不到学分毕不了业。（11月
2日《钱江晚报》）

即便对于一所农林大学的农学院来
说，将“下地种菜”作为必修课也并不多
见。这一既有专业内涵又有生活意趣的课
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现代
大学教育的某种修正。相当长时间以来，
高校教学过程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已然引
发了种种问题。比如说，学生们的就业不
适，人才结构的不合理等等。置之于这种
大背景下，“下地种菜”如此接地气的必修
课，注定会获得围观与激赏。公众的朴素

期待，无非是希望大学能够多一点类似的
练手机会和技能训练。

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就算绝大多数
农业大学没有开设所谓的“种菜课”，但是
它们同样有着各自的实操课程。现实中，
此类学校普遍都自建或合建有专门的农
场、果蔬基地等等，以此为平台，学生们得
以在特定场景下“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只
不过，与“种菜课”存在根本不同的是，这一
情境下的“实践”其实更多还是观察和实验
而已，学生们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

“研究者”而非是“农人”。
浙江农林大学的“种菜课”中，学生自

始至终亲力亲为，几乎就与真实的“农业生
产者”无异。诚如校方所希望的，这一安排
有效推动了学生们“学以致用”，对今后工
作就业势必大有好处……然而也需要看清
的是，有鉴于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以及现
代大学教育的内在属性，诸如“下地种菜”

之类超高还原的实践课，其实际效果注定
不宜过度夸大。毕竟，农学专业的毕业生，
还是要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生产者。

大学农学专业的学科目标，旨在培养
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人才。他们的核心
竞争力，并不在于知晓多少传统的农业生
产经验和实用技能，而在于掌握了多少专
业知识与技术能力。理想状态下，农学专
业的毕业生，应该超越传统的农业生产模
式，并成为“新农业”的开拓者、引领者——
向资深农民学习下地种菜，更适合理解成
是为此所做的某种“特殊的准备”。但终
究，我们实在不应该期待，学生们真的凭此
一技之长谋得一份工作、一个饭碗。

大学教育到底该如何处理与实务实践
的相对关系？这从来都是一个问题。让大
学生下地种菜不是目的，如何让“种地”真
的转化为学生们学科素养、专业能力的提
升，才真正值得思考。

大学“种菜课”，
是怎样一种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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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需要看清的是，有鉴于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以及现代大学教育的内在属
性，诸如“下地种菜”之类超高还原的实践课，其实际效果注定不宜过度夸大。毕竟，农
学专业的毕业生，还是要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生产者。

刚刚过去的万圣节，家住锦江区人民
南路一段的李先生夫妇俩忙得团团转。
他们的孩子就读的幼儿园老师给他们布
置了亲子作业：手工制作帽子、魔杖、披
风、南瓜灯。记者走访发现，现在很多中
小学都会布置各种亲子作业，制作贺卡、
手抄报之类算是简单的，养乌龟、养蚕、养
蜗牛，还有手工制作保龄球、房子、汽车
……花样百出，虽然名为“亲子作业”，实
际大多数都是由家长完成，有家长表示已
成下班后的负担。（11月2日《成都晚报》）

“亲子作业”顾名思义，乃是由家长陪
同孩子共同完成，并不一味追求结果，重
点是在作业过程中，享受到陪伴乐趣，增
进亲子关系，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由于
幼儿园、中小学生受到年龄限制，大多数
人的动手能力较弱，部分“亲子作业”难度
较大，孩子很难独立完成，往往需要家长
的帮助，甚至于由家长完全代劳才能真正

完成作业，这就失去了“亲子作业”的意
义，变成折腾家长的负担了。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幼儿园、中小
学老师布置“亲子作业”时，大多是侧重于
利用家庭废品制作些小玩意，强调培养孩
子的动手能力，或者种植植物、花卉，养些
小动物等，用于观察它们的成长过程，培
养孩子的观察力和感知力，以及对生命的
呵护和敬畏心。可见，这些“亲子作业”都
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对孩子的成长有益，
难度也不算大，只要花点时间、用点心思，
就能完成。

不过，也有部分“亲子作业”的难度太
大，或者脱离现实基础，不仅孩子无法独
立完成，连家长都无能为力，只有求助于
网购“代做”，这就使得“亲子作业”偏离轨
道，成为拼爹拼妈拼钱的游戏了。事实
上，很多家长吐槽花式“亲子作业”，并非
真的讨厌“亲子作业”，实则是“亲子作业”

超过自身能力，在无力完成的情况下，才
对花式“亲子作业”产生排斥心理。

因此，需要对“亲子作业”慎重对待，
重在鼓励家长陪伴参与，莫将结果做为唯
一考评标准。老师布置“亲子作业”时，要
考虑到孩子和家长的真实能力，遵循适量
适度原则，以免“亲子作业”变成花式虐家
长，遭到集体抵触，反而令“亲子作业”失
去应有的价值。

同时，家长也要认识到，孩子教育并
非只靠学校和老师，家庭教育也是重要的
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家长不能将孩子放
在学校里就甩手不管，要肩负起家庭教育
职责，做好孩子的监护和陪伴。而且，适
宜的“亲子作业”的教育意义很大，可以开
发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动手能力等，让
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享受快乐和成
就，从而增进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增强孩
子的智商、情商等。

“亲子作业”不要沦为“花式虐家长” □□江德斌江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