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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裹挟的

竞  争
时至年底，各种投票活动逐渐增

多，市民李学智越来越怕打开微信。他

说：“到处都是给娃拉票的信息，大多

还是没名堂的活动。一开始，我想着动

动手指帮帮忙，但投完一个又有一个，

有的还要关注、注册，填写个人信息，真

的让人应付不过来。”

李学智的感受很多人都有，无论

XX 之星评选，还是XX 才艺大赛，凡是

需要微信投票的，家长都替孩子冲在前

面，铺天盖地发链接，甜言蜜语求支持。

起初，人们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但后

来，这样的信息越来越多，人们被骚扰、

被轰炸，不胜其烦。对此，有的人选择视

而不见，有的人抱怨连连。

去年，一位豆瓣网友因看不惯这

样的拉票行为，“本着谁拉票不投谁的

原则”，不仅投给了得票最少的孩子，还

发动网友一起投给她。“苦其久矣”的网

友们纷纷投票，一方面表达对孩子的支

持，一方面宣泄对拉票的不满。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拉票都能忽

视和拒绝的。市民杨琪的孩子今年刚上

幼儿园，前段时间，老师在家长群里发

了一个幼儿才艺大赛的投票链接，要求

家长为指定的孩子投票，每天一次，连

投一周，并把投票截图发在群里。“我以

前从不理会拉票信息的，但作为新生家

长，要是这次不积极，怕给老师留下不

好的印象……”杨琪说。

同时，拉票者也有苦衷。一些家长

表示，拉票会给别人添麻烦，但要么迫

于老师的压力，要么不甘孩子落后于

人，不得不硬着头皮把拉票信息发出

去。最近，市民张晓正在为拉票苦恼，孩

子的艺术培训班要评选年度最佳，家长

们争先恐后地在微信上拉票，他原本对

此不屑一顾，直到在群里被点了名，才

发现其他孩子少则数百票，多则上千

票，自己的孩子一票也没有。张晓直言：

“那种感觉真的很尴尬。” 

有的家长实在张不开口，索性花钱

请人刷票。于是，你拉票，我刷票，大家

都被裹挟进了这场竞争。

无意义的

比  拼
细看这些所谓的评选活动，不难发

现，大都没有什么含金量。这也不难想

象，真正有意义的比赛，怎会凭几段文

字、几张照片、几段视频，就反映出候选

者的真实情况，从而成为公众投票的依

据呢？

我市一所中学的教师杜恪认为，

此类评选活动并不能反映孩子的真实

面貌和水平，更大程度上是家长人脉

资源的竞赛——谁的朋友多、谁的面

子大，谁就能为孩子争取到更多的投

票。为此，大家不惜把招人烦、惹人厌

的拉票信息发出去，而这种背离真实

的评选，本质上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

比拼。

客观地说，在微信上拉票，既为难

自己，更麻烦别人，久而久之，也是对人

脉资源的消耗。但这样的现象早已有

之，对此的非议和声讨也不绝于耳，那

么，此类评选为什么仍层出不穷，甚至

愈演愈烈呢？

我市一家文化企业的负责人蒋涛

表示，此类评选活动的主办方多是社会

机构，他们以荣誉或奖品作为激励，利

用人们的比拼欲望和争胜心理，以投票

链接作为广告，一传十、十传百，提升自

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粉

丝、获得更大利益。

以常见的少儿才艺比赛为例，正规

比赛一般都是有教育部门参与的，参赛

者都是经过培训且具有实力的，优胜者

也是由专业评委依据相关标准来判定

的。这一方面体现了其权威性、专业性，

但另一方面也有其局限性、制约性，即

难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而一些

社会机构主办的评选活动则主动降低

参赛门槛，并采用微信投票的方式提高

关注度和参与度。这既迎合了孩子需要

展示和肯定的心态，也迎合了一些家长

替孩子分担竞争压力的愿望。

蒋涛补充说，表面上，公众投票比

专家评判更具参与性，也更显公平性，

但实际上，拉票、刷票本身就不是一种

公平的方式，这也注定此类评选活动是

一场自娱自乐、自欺欺人的狂欢。

有温度的

声  音
为什么这些需要拉票、刷票的评选

活动，多出现在家长圈呢？

我市一所小学的校长李雪峰认

为，这恰恰反映了一些家长在教育上

的偏见和焦虑。他举了一个印象深刻

的例子 ：有一次，学校组织家长和学

生开运动会，其中一项是学生拔河比

赛，起初，家长们都在观看，并为孩子

们加油，后来，一个家长忍不住搭了

把手，见状，其他家长纷纷拉起了绳

子。于是，学生之间的竞争上升为家

长之间的竞争，原本有趣的比赛也变

成了非赢不可的较量。由此可见，一

些家长总怀有“输不起”的心态，这是

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

“这些投票活动也是如此，本来

就不是什么正式、严肃的比赛，但一

些家长比孩子还争强好胜，最终干

脆取而代之，靠自己的力量帮孩子获

胜。”李雪峰说，“以这样的方式比赛，

如果赢了，会不会让孩子认为胜利得

来轻而易举，从而产生骄傲自满的心

理，会不会让孩子觉得人情、金钱比

实力更重要，从而放弃努力、寻求捷

径？如果输了，又会不会让孩子把原

因归咎于家长，从而丧失独立竞争的

意识和能力？”

那么，作为家长，如何摆脱焦虑的

心态呢？我市一家心理咨询机构负责

人孟小华认为，首先，学校要做好表

率，不发起此类评选，同时引导家长不

以名次、票数论英雄，鼓励学生追求真

才实学，不依靠他人，不投机取巧。其

次，家长须明确，插手、替代并不是表达

爱的正确方式，而要帮助孩子树立合理

的竞争意识，也要告诉孩子，过程比结

果更重要。此外，社会还应共同漠视、抵

制这样的投票行为，不给别有用心者可

乘之机。

市民林斌提醒，微信投票只是无

谓攀比的一种形式，我们在叫停此类

评选活动的同时，还应警惕更多变了

味的竞争，共同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成

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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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投票    思考
本报记者 祝嘉

冷

“打扰一下，我孩子正在参
加XX 之星评选，请投出您宝贵
的一票。”

“亲爱的家人，我们报名了
XX 宝宝大赛，快来为咱家宝宝
投票吧。”

“麻烦大家为XXX 宝宝投
票，每天投一次，连续投十天，多
谢支持！”

……
微信里，那些或发在朋友

圈，或发在家庭群，或单独发来
的投票活动，你即使没参与过，
也一定遇到过。孩子之间的一项
比赛，却在热火朝天的拉票中，
变成了家长之间的竞争。冷静思
考，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意义？这
样的胜利又有什么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