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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京的吴女士为了儿
子在乐高班的作品展示评比中获得
好成绩，天天在朋友圈和各个微信
群里转发投票链接，为了“拉票”，她
转链接的同时发送一个微信红包感
谢大家支持。

即便如此，持续几天的“拉票”
效果并不明显，孩子的排名被其他
同学远远甩在后面。“按照规定每天
只能投一票，要想票数多就得每天
都有好多人投。老乡群、同学群、家
长群、邻居群我都发遍了，都不好意
思了。不仅我在‘拉票’，孩子的爸
爸、姑姑、爷爷奶奶谁都没闲着。”

“拉票”没法让孩子脱颖而出，
吴女士干脆放弃“吆喝”，目光转向
投票页面的“礼物”。

所谓的“礼物”在投票页面的
“礼物”专区内可以找到，有皇冠、跑
车、游轮（右图），价格从5元到100
元不等，购买后分别可增加15票到
300票不等。投票页面上还有一个

“礼物列表”的区域，上面随时更新
着“某某人送了某某礼物”的信息。

“不少亲戚朋友为了支持孩子都
买了‘礼物’，这些能从‘礼物列表’里
看到，购买礼物价值前三名的会被

冠名为孩子的‘守护神’。我和一个
名次很靠前的家长交流过，她根本
就没怎么转发投票链接，都是自己
花钱刷，不用欠人情。”吴女士说。

投票排名靠前的孩子可以赢得
名次，获得奖状，不同名次对应实物
奖励。比如智能手机、空气净化器、
智能机器人等。但这些投票活动展
示奖品时只称是“平板电脑”“智能
机器人”“电话手表”“高档滑板车”，
提供品牌规格、实物图片的较少。

最终，吴女士花费了 400 多元
买“礼物”将孩子的排名刷进前五
名，但拿到手的智能机器人很劣质，

“感觉上当了，但也无话可说，毕竟
是自愿花钱的。”

刷票“评”孩子 花钱争排名

学生被裹挟进朋友圈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
学注册心理师陈东辉认为，用名次
比拼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
年纪小的孩子。孩子会觉得，优秀
与否，自己的作品好与坏都是由外
界评价决定的，一旦排名不好，会
担心遭到家长的批评，老师的责
备，同学的取笑。这无形中给孩子
增加的焦虑，往往超出孩子的心理

承受范围。
陈东辉说，孩子争名次以后，

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他会告诉自
己，一定要做个好学生，要做别人
眼里需要的那种人，戴上一副“面
具”。临床上很多见，有的孩子表
面看着特别光鲜，私底下却很压
抑，自己都不知道为何。

陈东辉觉得，家长首先要自我

反省，自问为何要做这个事，厘清
自己的心态，再去引导孩子，“要
让孩子知道，来自他人的评价是不
可控的，就像有人爱吃米饭，有人
爱吃馒头，排名不代表你的优劣，
要帮孩子正确面对外界的评价。尤
其低龄的孩子，更要保护好他们探
索这个世界的动机和原动力，要怀
着兴趣去付出辛苦和努力。”

在看似简单的投票背后还可能隐藏骗局。
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妈妈谢思倩就因参加某项

“萌娃评选”而损失6000元。
对于被骗的步骤，谢思倩是这样总结的：
第一步，初尝甜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

赛，通过一篇名为“十万大奖萌宝宝大赛开始报
名啦”的微信文章添加公众号，文章中称只要添
加微信，发宝宝照片参与投票，就有机会获得一
等奖，奖品可谓相当丰厚。报名参加后，不但不
用交纳费用，还真的领到了100元红包，谢思倩
从而信以为真，发动身边的朋友一起投票。

第二步，半信半疑。过了几天，发现宝宝与
上一名的票数始终差一票。在加大拉票力度的同
时，谢思倩开始怀疑始终差的一票会不会是个骗
局。然而客服告诉她，是因为有人在刷票。为了
让自己的宝宝排名靠前，用客服介绍的刷票人代
刷了2000票，一张票1元。

第三步，及时止损。刷票后，名次上升，第
二天又下滑。刷票方主动联系，提出再刷一次，
有希望拿到一等奖。在煽动下，谢思倩又掏
4000 元，排名一下冲到了第二。两天后，排名
再次下滑。准备直接刷6000元的票，最后其丈
夫陈先生知道后及时制止。

晚综

早在2017 年初，教育部就下发 《关于规范
校园评先选优网络投票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及部属高校明确界
定校园网络投票活动的内容范围，坚持“非必要
不举办”原则，按照相关活动是否具有法理依
据、是否有利于学校事业发展、是否有利于学生
健康成长的标准，完善政策、健全制度，加强对
教育系统有关部门、单位、学生社团、个人开展
类似活动的教育引导，抵制低俗化、娱乐化、商
业化倾向。

《通知》说，近年来，部分地方和学校将网
络人气投票作为开展各类评先选优活动的重要手
段，广泛动员广大师生和家长通过微信朋友圈等
网络平台拉票投票。类似活动在少数地方和高校
呈现泛滥趋势，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师生工作、学
习精力，影响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通知》要求，切实加强校园网络投票活动
的规范管理，要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和
谁主办谁负责的基本原则，加强对校园评先选优
网络投票活动的管理。科学评估校园网络投票活
动的结果应用，要研判评估网络投票对于校园评
先选优的价值和影响，坚持“不唯票、只唯
实”，综合运用材料审核、陈述答辩、专家评议
等多种方式，全面客观地开展先进典型培养和选
树。

教育部要求
校园网络投票非必要不举办

投票背后可能隐藏骗局

家长：不想打击孩子积极性
北京刘女士的儿子已经上小

学了，自己就有手机，最近正在忙
着“拉票”。“投票活动是他们足球
队的展示，这些孩子约好了一起往
上刷排名，我要是拦着，好像阻碍

他们集体进步似的，打击他积极
性。”于是，刘女士为了帮儿子，
也积极求助各种微信群。

除了积极转发“拉票”的家长
外，也有不少家长表示不会在意票

数，更不会在朋友圈转发投票链
接，担心“让人反感”。此外，还
有家长表示，参加投票得在平台填
写信息，很多隐私就都泄露出去
了，但碍于面子还是参与了。

专家：拉票评比不可取

父母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孩子
风采展示或者是才艺比赛的投票
链接“拉票”，早已成为朋友圈
“一景”，尽管有些抵触和尴尬，
但想到可以给孩子争个名次作为
鼓励，家长们不惜花上千元买礼
物来“刷票”。一些有了荣誉感
的孩子，甚至自己花钱买票。很
多家长表示，在看到投票链接之
前，他们并不知情，孩子莫名其
妙就参加了评比。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发起
投票的主要是幼儿园、才艺培训
班等机构，商家不仅通过投票活
动刷屏朋友圈做广告，还能与平
台按比例分成家长们的“刷票
钱”。

在一家幼儿园发起的网络评
选活动的投票页面中，记者没有
看到比赛的具体项目和内容，只
有参赛儿童姓名和照片。记者联
系到参赛儿童家长之一刘女士，她
称该活动是由幼儿园老师直接设
置的，具体要比什么家长们都不知
道，但比赛依照票数设置一至五等
奖，以及三个等级的票数奖。几乎
在所有投票页面记者都看到大量
广告性的图片和文字，多为幼儿
园、辅导班和课外培训机构。

上述幼儿园也不例外，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不愿意让家长们
破费，再三提醒不要花钱增加票
数。“但显然家长们还是在意排名，
都花钱买。活动本来要持续半个
月，现在我们计划提前结束。”

不过，记者了解到，更多发

起投票的机构会与专业的运营公
司合作，运营公司以“分红”的
形式将部分礼物款返还用户，以
鼓励更多用户发起投票。

“众微互动”平台的工作人员
称，用户只要注册一个账号便可
以免费创建投票活动，如果选择
关闭“礼物”功能，需要支付480
元。如果不选择关闭，想参与礼
物款平台分成需要支付 1000 元，
收益平台拿三成，用户拿七成。

“只要有人送礼物，平台就将钱打
入用户账户，可以直接提现。”

另 外 一 家 名 为 “ 全 民 微 投
票”的平台操作流程类似，但收
入并不是实时进入账户，“无法确
定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所以需要
在活动结束后提交银行卡信息提
现，七个工作日后到账。”

为给孩子争名次 家长朋友圈“拉票”

投票发起者 可获平台返利追
访

买“礼物”前三名会被冠名为孩
子的“守护神”。

朋友圈常见的和孩子有关的拉票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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