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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沟通交流中出于礼貌，用一些语气词、表情包悦人悦己，无可厚非，但凡事有度，过犹不及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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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
□评论员 韩静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教育部
发文对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工作进行部署，其中提到：自2025年
秋季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不再使
用“函授”“业余”的名称，统一为“非
脱产”，主办高校可根据专业特点和
学生需求等，灵活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形式教学。

成人高等教育通常分为“函
授”、“业余”和“脱产”三种形式。
其中，“脱产”可理解为全天在校
学习；而“函授”和“业余”则主要
通过远程自学、集中面授等方式，

利用假期、夜晚等业余时间提升
学历。两者虽各有特点，但整体
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交叉性，
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
数字化水平的提升，线上线下相
结合已成为继续教育学习的主要
方式，在实践中，“函授”“业余”基
本趋同，再作细致区分已无必要。

将“函授”“业余”统一为“非
脱产”，与全日制“脱产”对应，表
述上更加 清 晰 、准 确 ，也 更 符 合
高 等 学 历 继 续 教 育 的 初 衷 。 名
称变更亦是重新定位，指向继续
教 育 体 系 的 不 断 优 化 —— 办 学
形式更加多元和灵活，更加注重
教 学 的 实 际 效 果 和 学 生 应 用 能
力的提升。

不可否认，目前的成人继续教
育，无论是考试内容还是学习方
式都相对简单和宽松，这也造成
了“脱产”与“非脱产”、“函授”与

“业余”之间，所谓的学历含金量
“鄙视链”。然而，需要强调的是，
继续教育的含金量不取决于教学
方式，而是过程评价和毕业考核。
国家在不断发出“消除歧视”等信
号的同时，也在从根本上去解决问
题，提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含金
量，提高社会认可度和接受度。

距离 2025 年秋季还有一年时
间，各地各校应提前谋划做好相关
工作衔接，认真谋划、科学安排，准
确把握成人高等教育办学定位。同
时，谨防部分培训机构贩卖“学历
焦虑”，弄虚作假、误导欺骗，损害
教育声誉。防止“掺水”，仍需强化
监管，守好质量底线。

从“ 函 授 ”、“ 业 余 ”到“ 非 脱
产”，并非换个名称那么简单，而
是站上新的阶梯，迈向成人继续
教育规范化发展，为构建终身教
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贡献力量。

你是这样的人吗？微信聊
天的时候，总喜欢加上一些语气
词，比如“好滴”“好哒”“好的
呢”……能说“嗯嗯”“哦哦”，就
绝不说“嗯”“哦”，甚至一句话说
完，还要配个表情包。这种行为
表现，被称作“微信文字讨好
症”。一项调研数据显示，有
92.2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遇到
过有“文字讨好症”的交流对象；
91.8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

“文字讨好症”的行为。（10月8
日《青年文摘》）

“文字讨好症”得以流行，离
不开当下社会环境的渲染——
线上沟通不同于线下交谈，彼
此之间隔着屏幕，无法看到对
方的表情、动作，很容易造成
对文字理解的歧义。而且，尽
管如今人们追求自我独立，渴
望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但也
仍需要很多情感的满足，以及
融洽与温暖的人际关系。“文
字讨好症”兴起，不仅可以适
当地消解语言理解偏差，也能
更好地扩大“朋友圈”，达到社交
目的。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
人六月寒。”在沟通交流中出于
礼貌，用一些语气词、表情包悦
人悦己，无可厚非，但凡事有度，
过犹不及。如果经常性切换语
言模式，放下手机时侃侃而谈，
拿起手机时绞尽脑汁，可能会增
加人设负担、表达阻塞和真情隐
瞒，造成精神内耗。“文字讨好”
遗留的“后遗症”不可忽视。

部分“被动文字讨好者”可
能也会为了显得合群，加入“文
字讨好”行列，但显然这种沟通
并非发自他们的真实内心，而是
碍于面子“表演”出来的。现实
生活中，如果处处需要“讨好”，
长此以往，人们的真实情感是否
会被掩盖？

在此事件中，还有一种声音
值得关注——有网友表示：“现
如今，大家怎么动不动就会被贴
标签？”的确，每次一有网络现象
兴起，“××症”“被正式确诊
为××”等标签就会随之出现，
这会迅速引起公众讨论，成为新
的社交话题。

不过，随着类似标签被大量
讨论、使用，社交平台上也会出
现很多逆反情绪。其实，对于网
络现象，不必过度解读、不必先
入为主制造标签，而应该了解内
情，分析原因，读懂这种现象背
后的行为逻辑。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表
达方式，若觉得“文字讨好”的确
能够润色关系，便可以带着觉
知地使用它；若因此感觉身心
俱疲，不妨自我调适，删繁就
简，从挣扎归于自在。真诚表
达，彼此平等对话，这才是社交
该有的模样。
评论员 任思凝

“函授”改名“非脱产”
重新定位才能更好出发

别让“文字讨好症”成为社交精神内耗

北京青年报：
情绪消费走热
监管亟须跟上

据《经济日报》报道，中国消费者协
会近期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
况年度报告（2023）》显示，除了追求性价
比，情绪释放将成为影响年轻一代消费
者决策的重要因素，情绪消费有望成为
今后一个时期新的消费热点。

就现实来看，一些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的确呈现出从功能性向情绪性转变，并愿
意为情绪价值买单。在网购平台上，一款
标价5元的胡萝卜兔解压玩具的销量达10
万件以上，不少带有情绪抚慰价值的文字
型手机壳、T恤衫也成为热门选择。情绪
消费主要是指为了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
的消费形式，具有消费虚拟化、行为符号
化、心理补偿性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
情绪消费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面临

“情绪消费品”市场监管的缺失。如泄露
消费者隐私、提供不正当服务、不合理收
费等。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消费者也应当
增强辨别能力，理性消费情绪商品和情绪
服务，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

新京报：
分不保、钱难退
别被考研“保分班”忽悠了

据《新京报》报道，有不少学生在考研
准备的过程中报名了一些辅导机构的所
谓“保分班”，结果辅导机构承诺的课程和
服务都没能兑现，不仅分没保住，连高额
的报名费也退不回来，陷入维权困境。

所谓“保分班”宣传口号“内部资源、
私密人脉，合同保障、确保高分，院系限
额、欲报从速”，声称“考前校内划重点，
命中率基本可以维持 95%以上”。这些
字眼都十足地吸引眼球，仿佛和学校内
部真有什么私下勾连。但等学生交完钱
之后，这些机构迅速变脸，态度开始“冷
淡”甚至失联，有些学生的课程安排、签
约合同都未兑现。而之前承诺的所谓退
款，也不过是个幌子。对这些无良机构，
相关部门应强化监管和打击。各大互联
网平台也应强化巡查，发现任何有欺诈
嫌疑的广告应当及时下架。同时，加强
信息沟通，帮助学生进行证据收集。考
研网上预报名已启动，请广大考生擦亮
双眼，远离可疑机构，拒绝自己被收割。

羊城晚报：
机器人大厨是餐饮业革新者
还是厨师版“预制菜”？

近日，北京颁发首张具身智能机器
人食品经营许可证，标志着餐饮行业智
能化进程加速。对此，业内人士指出，机
器人大厨的普及将推动餐饮行业向智能
化、个性化发展，创造新就业机会。

机器人大厨是厨师版的“预制菜”，还
是能够解放人力、提升效率，同时给消费
者带来更多福利的神奇存在？从最直观
的角度来看，机器人大厨确实具备了解放
人力的巨大潜力。传统餐饮业中，厨师们
常常面临着长时间站立、重复性劳动以及
高强度工作环境的压力。机器人大厨不
仅能通过自主学习解锁新菜单，还能根据
顾客的具体需求进行调整，提供更为个性
化的选择。这无疑增加了餐饮体验的独
特性和吸引力，有助于增强客户黏性。尽
管机器人大厨带来诸多好处，但也引发关
于就业结构变化的讨论。如何妥善处理
好技术进步与社会福祉之间的关系，将是
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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