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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类似这样
的评比“投票”活动种类繁多，如幼儿
绘画比赛、少儿声乐大赛、青少年舞蹈
比赛，甚至是商家组织的最佳形象、最
美歌声、最萌宝贝等，都采取了微信投
票的方式决定名次。为了赢取奖品或
帮孩子取得好名次，家长铆足劲儿为
孩子拉票。

商丘启明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陈
明启表示，新媒体时代，形形色色的投
票活动充斥在我们周围，尤其是以孩
子为主题的评比活动最多。其实活动
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评选活动演变
为一场朋友圈“拉票战”就有点变味儿
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多数家长表
示，让孩子参加那些评比活动的初衷，
单纯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些激励，调动
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变得自信。事
实上，许多投票者对孩子并不了解，大
多是看在其父母的面子上，抱着捧场
的态度投票。有些甚至根本不知道在
评选什么，更别说是费心去了解每个
孩子的优势或短处，只是动一下手指
便万事大吉。

很多人也能理解家长拉票的做
法，表示“父母爱孩子，可以理解”。不
过也有不少网友表示，这种投票对孩
子来说毫无意义，这纯碎是在拉“人情
票”，跟孩子毫无关系。

去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就“朋友圈为孩子投票”这一话题进行
调查。在2043人中，近四成受访者经
常收到求投票链接，45.6%的受访者

曾参与过朋友圈投票，44.7%的
受访者认为“绑架式”朋友

圈投票让人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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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长不能只“点赞”，为孩子拉票，对孩子并无意义，
甚至会对孩子成长造成不良影响

你的朋友圈成拉票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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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各位亲，帮忙为孩子投下票，还有一个小时就截止了……”“万能的朋友圈，请帮忙给我女儿投一票吧，胜败在此一举，谢谢啦……”如今，几乎每
天都能在朋友圈里看到，谁家孩子又在参加某项比赛，需要帮忙投票等各类拉票、集赞、转发活动。

一边是发起投票、满怀期待的父母们，一边是在朋友圈里勉为其难、不堪其扰的朋友们，投不投票有时真的叫人为难。但很多情况下，碍于面子，不少人即便
很不情愿，仍行“举手之劳”。

有教育界人士向晚报记者表示，靠朋友圈为孩子拉票，即便最后孩子获奖，也并无意义，甚至会对孩子成长造成不良影响！那么，朋友圈里该不该拉票呢？

家住凯旋路西侧某家属院的杨女士是位
年轻妈妈，说起通过微信群或微信朋友圈投
票，她已经记不清有过多少次了。

杨女士微信上有1000多名好友，她开始
感觉“朋友圈”变成“投票圈”是在去年下半
年。一开始，她接触最多的是微信好友要她
在朋友圈点赞为孩子换礼品的请求，她表示
对此很理解。

“我爱浏览朋友圈，随手在朋友分享的消
息下面点个赞，也只是件举手之劳的事情，这
没事。”杨女士说，后来她发现点赞也开始“升
级”，不仅要关注评选机构或者主办方的微信
公众号，有的还要求截屏、转发到朋友圈。

杨女士打开自己的微信群，翻出一条“六
一”儿童节前朋友发来的消息：“各位亲，帮忙
投下票，先关注公众号再回复 tp55X即可。”
该信息为一场针对儿童的书法活动评选，奖
品包括儿童玩具、水上乐园门票、全家福、相
册、书包等。碍于面子，杨女士将该信息转发
到她的微信群里，并将这位拉票的朋友拉进
该群。为发动更多人投票、转发，她这位朋友
先后共发了 20元红包。担心有人只抢红包
不投票，后来干脆要求大家把投票成功的截
图发过来。此次整个拉票过程持续了一个多
小时，有人还因为心烦退群。

杨女士说，她每天面对微信群和朋友圈
的“拉票轰炸”非常心烦，“都是朋友，你不投
吧，对方可能会生气，甚至说你小气。投吧，
整天没完没了……”

频繁不断的微信投票叫人心烦。不过，
那些集赞、发起投票的市民可不这么想。

前不久，家住货场路东段的佟先生给孩
子报名参加了某书法班发起的少儿比赛，而
投票渠道就是通过微信。为了让孩子获奖，
他发动了很多亲朋，特意打电话给对方，并多
次在微信群发红包拉票。

为了得到更好的效果，他还自
己创建了新微信群，让更多亲
朋拉人进群，然后他在群
里发红包让大家帮
忙投票，“不到
一星期，就发
了几百块钱
的红包，不过
钱也没白花，
孩子大小拿
了个奖”。

商丘启明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陈明启说，自从微信进入大家
的手机，一个新媒体时代到来了！大家在娱乐的同时，一些商家也
看到商机，在微信里用较少的投入，带来知名度的扩大，用点赞、投
票、转发、关注等大家经常遇到的方式，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
与轰炸，求得扩大知名度。

本应公平、公正的评比活动，通过新媒体传播摇身变成了“拼
人情”及朋友圈人数的较量。

变味的微信拉票究竟绑架了谁？
梁园区实验小学的许坤丽老师认为，孩子通过某项比赛获胜，

对孩子是一种激励，家长也“脸上有光”，这无可厚非。但比赛的定
义是在特定的规则中，让参赛者在智力、体能、技术、技能等方面进
行分别的或综合的较量，最终依照规则评定出胜负或名次。让孩
子参加评比活动，应该以让孩子增长见识、培养自信、磨练自我为
出发点，最终的结果并不重要。如果一味为了结果去拉票，还会无
形中给孩子带来不良影响，让孩子认为不管使用哪种方式竞争，只
要获胜就行。

“说白了，这样的比赛，大家并不是因为孩子表现优秀才投票，
而是碍于朋友情面，抱着捧场的态度。”商丘启明心理咨询中心负
责人陈明启也表示，根据规则，孩子们的名次由票数决定，而对于
票数的过分关注，也让不少家长失去理智，把“朋友圈”变成了“投
票圈”。同时因为缺少真正的公正评判和第三方的严格监管，不仅
让比赛本身失去了公信力，对孩子们也不公平。

“在这个传播方式里，一些商家利用家长对孩子的关心、关注
心理，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孩子评选活动，大家都会在朋友圈和群发
信息里被要求关注公众号并投票的信息，让自己处在投与不投的
两难选择里。投票吧，不知道是个什么公众号，是个什么活动；不
投吧，又都是熟人。”陈明启说，其实，在实际的微信投票、点赞活动
背后，是商家利用家长对孩子期望值过高，对想提高孩子知名度又
不愿意高投入的心理，在廉价欺骗孩子与家长。

在众多家长以为是对孩子好的背后，没有意识到对
孩子成长存在的不良影响。如此一来，一是培养了孩子
的虚荣心，让本来普通的孩子过早地背负上成名的虚荣；
二是存在泄露孩子信息的危险，前几天一个公安微博就
针对让孩子参赛这类活动存在的危险进行了公告；三是
不排除一些非法链接的出现，在大家点开链接的时候，也
可能给自己的手机带来病毒，泄露个人信息。

陈明启说，新媒体时代，企业或商家为了达到宣传效应，采用
各种营销手段无可厚非。不过家长们在为孩子选择各类比赛项目
时，要擦亮眼睛，理智对待，选择真正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活
动。作为参与点赞或投票者，也不能因为碍于面子就任意参与点
赞或投票，起码要搞清楚相关链接是否存在病毒和活动的合法性
等。另外，给拉票者适当的善意提醒，相信对方也会欣然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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