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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12 岁孩子的 QQ 签名是“贱女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那繁华落尽，留下的只有遍地忧伤。”“真的觉得做人很难。”“今天，心痛了，碎了，
寒了，哭了。”……  你以为这是言情剧的台词？错了，这是一群十来岁“00 后”小屁
孩的 QQ 签名而已。是不是想说已经看不懂现在的孩子了？ QQ 签名往往可以反映出
本人很多信息，或情绪、或观点、或爱好，或动态。作为家长，你有机会了解孩子的
QQ 签名吗？面对孩子五花八门的个性签名，你又持何种态度？

A
梁女士的孩子在益阳某小学

念三年级，某次因为好奇看了孩

子的 QQ 签名后，不禁吸了一口

冷气。“儿子居然说着我爱你，

我恨你的话，要知道他们还不到

10 岁啊！”梁女士不禁惊呼。

梁女士儿子的 QQ 签名其实

并不是个案，记者随意加入一个

“00 后”的 QQ 群，“00”后的语

言世界真是“个性十足”。网名“陌

生至我无法触及”，资料显示是

10 岁女孩，其 签名是：“你是我

此生最美好的风景，而我却是

你余生最多余的配角。”透着浓

浓的成人文艺风。

而网名为“贱女人”，资料显

示是小学六年级女孩的多条 QQ

签名直接而粗暴，“这个电视剧太

狗血了，太多贱女人了，妈呀看

不下去了”、“有种想杀人的感觉， 

那种痛苦一直缠绕在我身边，我

快受不了了，怎么办？”。很难想

象，写这些文字都是十一二岁的

孩子。  

当记者加他们为好友，试图

了解这些签名背后的含义时，这

两个小网友都说，“有的是从网

络上抄来的，有的是看电视剧

里，跟着骂人的台词学来的”。 

QQ 签名往往可以反映出本人很

多信息，或情 绪、或观点、或

爱 好，或动态。孩子早熟、成

人化的网络语言背后或许是童

真的抹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仅是

在网上聊天时孩子们会如此使用

大量成人用语，在日常学习生活

中也热衷于使用这样的用语，并

且喜好成人的装束。家住长沙河

西的王先生说：“最近带女儿出去

逛街买点衣服和鞋子过年的时

候，她居然缠着我说要买高跟

鞋和吊带衫这样的东西。真是没

想到她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王先生说，“我在她这个年纪的

时候还在玩玩具呢！真没想到现

在的孩子这么小就开始喜欢这

些东西了。”

之前有媒体报道过的“幼儿

园孩子攀比成风，5 岁小孩自称

局长 ”，“9 岁孩子变大人，讨论

谁 喜欢 谁”，“ 孩子早熟懂 应酬，

拍马屁一 套接 一 套” 等 新闻，

在社会上引起热议，让不少网友

和家长感叹和反思孩子已经过早

进入“功利化、攀比、掩饰伪装”

的成人世界，让人堪忧。那么你

关注过孩子的 QQ 签名吗？面对

孩子成人化的签名，家长又该如

何应对呢？

B

据最近一份调研资料显示，在通讯

方式的选择上，84.80%的“00后”明

确表示自己拥有 QQ，其中69.7%的孩子

每天使用QQ 进行交流，有 85.4% 拥有

QQ 群，51.1%的孩子表示 QQ 是最重要

的通讯工具。有专家表示，“00后”的

社交整体上表面上呈现出成人化的趋

势，实则反映的是“00后”，对社交有更

大需求。成年人有的社交媒介，他们也有，

甚至比成年人更加能‘玩得转’，比如

QQ、微信，甚至微博。 

对于“00后”在触网过程表现出来

的成人化趋势，国内知名教学网站“一

起作业网”总编辑唐晓芸表示，作为互

联网“原住民”的“00后”，从小就能

接触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耳濡目染下，

不可避免思想、行为、意识都会受到影

响，自然会呈现‘成人化’倾向”。

长沙亲子导师颜屹嵩认为，网络是

一把“双刃剑”，多接触互联网，有利

于锻炼和拓宽孩子的社交能力。在今天，

掌握熟练的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年轻

人必须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如何正确

监督和引导““00后””接触网络？颜屹

嵩提出了建议：作为家长，不能简单杜

绝孩子接触互联网。可以通过亲子交流

的方式，了解孩子的想法，融入他们的

世界，取得他们的信任。对于网络上的

一些传言，家长也要多进行引导，学习

辨别真伪。

网络是把双刃剑 家长要跟上

“遍地忧伤”、“做人很难”、“我是你余生多余的配角”……   

你关注过孩子的 QQ 签名吗？
网友“慧子”说：“呵呵，我

儿子的签名全部都是另类火星

文，我看不懂，据他说这样很

酷。” “燕南飞”说：“随意，不

管孩子私事” 。“思思妈”说：“儿

子 特别喜欢用一些‘生不如死

啊之类的 ~’，我问我儿子你为

什么要用这些词啊，他说电视

里学来的，觉得好玩。”

“天天妈”说，他从儿子在

小学有了自己的 QQ 开始，就把

QQ 签名和空间作为她了解儿子

的一个窗口。一般她只是了解他，

不会贸然发言的，因为她要珍惜

这份心底的交流机会。如果通过

平时聊天感受到他的一些小烦

恼、小悲伤，她在聊天时反而只

听他说，自己不怎么说，然后在

他的 QQ 心情处回复他一些鼓励

和肯定的文字，默默给他温暖和

力量。

“ 燕 子 妈 妈” 说 她 的 空 间

和 签 名， 也 是 她 向 儿 子 展 示

爱的另一个窗口。儿子也是每

周末必进 她的空间踩 一踩的，

他们都很享受这种不一样的无

声 的 文 字 交 流 方 式。 即 便 有

时她的文章是 对儿子进行“批

判 ” 的， 也 丝 毫 不 会 让 他 不

高 兴， 因 为 看 文 字 是 缓 慢 的

边 思 考 边 看 的 过 程， 缓 冲了

语 音 交 流 因为 语 气 变 化 带 来

的火星。

2016年1月29日  本版编辑／章清清  版式/潘晶慧
电话：0731-82333612 E－mail:zhangqq@fengone.com

所有的学生，假期的最后几

天都是在绝望中度过，作为普通

中学生的我也不例外。现在是凌

晨一点二十九分，我正趴在桌上

毫无灵感地赶寒假作业，透过

窗看出去，对面楼还有星点的灯，

楼下的广场舞乐好像刚刚散去一

样，马路上还有慢悠悠的出租车，

司机似乎一点也不急着回家。我

一直在桌前，我的城市并不繁华，

但也能看见万家灯火，我低下头，

又看见了桌上的寒假作业。

表妹住在我家，此刻的她正

躺在书桌边我的床上酣睡。首先她

安静地睡在一侧，留出了我的位

置，后来慢慢地滚到了床的正中间

横着，刚刚把手拿出了被子。现在

到了半夜，真的很冷，手机上显示

8°C，这还是开了地暖以后的温

度。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北方才有地

暖，后来搬家，新家安上了，却感

觉其实并不如空调来得暖和。今年

的冬天怎么来得这么晚，之前大家

都说这是个暖冬，过年时我也只是

穿了一件衣服到处逛，现在发现他

们说错了。从前两夜开始温度骤降，

现在还是要穿的很厚，冬天还是冬

天，只是来的时间往后挪了挪。

表妹翻了个身，把大拇指放

进了嘴里，开始吸吮。我很震撼，

我从未见过已经九岁的小孩吃手，

还如此津津有味。可能是在梦中

也能收到我强烈的鄙视，她马上

把手拔了出来。据说家长都会在

小孩的手上涂黄连水来制止他们

吃手，我不记得我有被涂过没有，

我只记得到了不吃手的年龄，我

就开始咬笔头。有时候笔头是橡

皮，不能咬，我就拆笔。因为不

受条件限制，拆笔成了我长久的习

惯，一边听课一边拆或者一边起

立答题一边拆，最后笔里的弹簧

全飞了，这个习惯也变成了挤额头

上的痘痘。因为要挤，所以首先

要培养痘痘，我的皮肤就这样从

一个水煮鸡蛋，变成了一个释迦。

从我小学的第一个长假期开

始，我就一直是把作业堆在最后

几天做的。有过来人姐姐告诉

我，以后的每个寒暑假我都会这

么过，我当时不信。现在才发现，

过来人一语成谶。假期的前段，

我的行动和意志是完全分离的。

手里的热水袋变凉了，我也想

睡觉了，时针又走了一格，不记得

什么时候起我竟然养成了晚睡的习

惯，这很不好。熄灯前，我又看了

一眼窗外，对面楼已经全黑了，我

居然是全小区最晚睡的人。夜色

浓且模糊，霓虹灯的光可以照亮

街上还未完全融净的雪。小时候

好像并不是每年都下雪的，感觉

上是最近几年才变得多了起来。

（作者系湖南师大附中 1322 班

学生毛懋）

梦里我们一直在变

透过QQ签名，读懂“00后”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