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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对于有的“黑话烂梗”，家长并不
十分紧张。但对于贬义词、拼音和汉字“混搭”、
涉及人身攻击侮辱等不规范的“黑话烂梗”，无
论家校层面还是互联网平台都较为重视。不
过，由于互联网变化快、涉及领域多等特点，在
教育倡导上也面临困境。

记者注意到，有短视频平台2023年制定了
对未成年用户产生影响的网络烂梗内容标准，
并以此标准进行治理，对未成年用户进行过滤
此类网络烂梗内容。除视频提醒外，针对爱发
布网梗相关评论的青少年用户进行站内信提
示，通过规范表达手册正向引导未成年用户规
范用语。

相关部门的整治和网络平台的行动在持
续，现实中的家校教育倡导还面临一些难处。

“‘黑话烂梗’有其生命周期，短则约半年，长则
一两年，然后又出来一批新的黑话和梗。”张松
说，互联网变化迅速、且对不断变化的“黑话烂
梗”缺乏十分明确的认定标准，老师能做的往往

就是口头提示和纠正。
某重点小学一名班主任介绍，确实有个别

孩子说“黑话”，或者通过传纸条来给同学写网
络梗，表达某种情绪。“一旦发现，会将学生单独
叫到办公室进行提醒和询问孩子内心的想法，
找到背后问题，与家长沟通一起协作纠正。”此
外，也有中学老师表示，不少时候孩子说“黑
话”，都会有意识躲着老师，家庭层面的及时干
预和教育也十分重要。

“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一些新奇的语言、
新奇的文化总能刺激和吸引他们。”青少年问
题研究专家、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
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说，“黑话烂梗”表面看新
奇、感染性强、变化快，但更深层面是孩子们寻
求独立群体文化，逃避与成年人交流沟通，要
与成人社会保持距离的心理。然而，这容易影
响到孩子的规范养成和身心成熟，不利于孩子
融入社会。

他建议，各互联网平台和主播等从业者，要
多一些自律，少一些不严肃、不规范的内容传
播；家长和学校也要提升孩子的网络素养，能分
辨和认清问题实质，让孩子更多掌握标准化、有
价值的语言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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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
网络梗变种多速度快网络梗变种多速度快

“黑话烂梗”怎么成了孩子口头禅
育儿嫂市场“鱼龙混杂”投诉维权谁来管中央网信办、教育部近

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清
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
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歪
曲音、形、义，编造网络“黑
话烂梗”，滥用隐晦表达等
突出问题。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网络“黑话烂梗”在孩
子之中流传，起源和传播环
节多是网络游戏和短视频
平台。而由于不断变种，

“黑话烂梗”也迎合了孩子
求新求异的心理。

“隔段时间嘴里就蹦出来个新词，都不知
道从哪儿学的。”谈起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儿
子，牛先宇显得有些焦虑。他说，自己孩子性
格外向，在学校和家里的言行都大大咧咧。之
前在家写作业时，写错了字、手里的笔掉地上
了，孩子就随口冒出一句“芭比Q了”。自己一
开始还没觉得奇怪，真正让他感到警惕的，是
暑假期间和几个朋友露营，孩子们互相玩耍
时，动不动就彼此称呼“你个老六”。牛先宇
说，他也问过孩子是否明白“老六”什么意思，
孩子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好玩，“大家都
在说”。

有相同感受的，还有初中生家长骆丹。这
些年，骆丹从孩子口中，听闻了不少“黑话”。有
的是首字母缩写或者纯数字组合；有的则是读

音近似却含沙射影“骂人”的词汇。“网络大环境
就是这样，有时听到一个完全陌生、没有接触过
的词汇，我就拿出手机悄悄搜索，搞清楚到底是
什么意思，再去和孩子沟通。”

孩子喜欢说一些网络“黑话梗”，老师也有
所体会。当过两次小学班主任的张松观察到，
随着手机、平板等设备的普及，孩子们确实能够
掌握到不少“黑话烂梗”，“什么词汇流行就说什
么，下课、上下学路上的课外时间，是传播的高
频时间段。”相对于普通科任老师，身为班主任
的他，对这种现象的感触更深一些。

最让他难忘的是，有一位学生竟然将“奥利
给”作为感叹词写到了作文中。当时，张松就在
上面做了两点批注。“第一，这个词不能这样用；
第二，即使这样写，考试时也不会拿分。”他发
现，所谓“黑话烂梗”也有所区分。有的词义是
比较中性的，无所谓褒贬，但多数是经过了读
音、语义以及拼音字母等的“变种”，而引申作为
其他意义使用。“有些词语是明显不利于孩子学
习和交流的。”

现象
饭桌上作文中都在用

孩子们口中流传、高频使用的“黑话烂梗”，
到底来自什么地方？多位家长和老师都谈到了
互联网的影响。

以孩子们喜欢使用的“你这个老六”及“老
六”为例。“老六”的来源，最早可追溯到《葫芦
娃》动画中可以隐身的六娃。但真正火爆和传
播开来，则是源于一款网络游戏。在该游戏中，

“老六”原本是游戏中的自由人角色，喜欢隐身
独行或不听从队友指挥配合行动。随着该网游
的流行和游戏主播把“你这个老六”当口头禅使
用，“你这个老六”及“老六”流传了开来。后来，
这个梗也引申用来形容某个人风格奇特、阴险、
让人觉得可笑、无语等意思。

诸如“芭比 Q”“YYDS”（意思是“永远的

神”）等网络词汇。这些词汇最初的起源传播，
很大程度上仍是来自于网络游戏和短视频的助
推。以“芭比Q”为例，原本读音的英文词汇意
思是烧烤，后来由于短视频游戏主播在玩网络
游戏时的感叹加上电音声效，而逐步火爆流行，
意思为“完了”“完蛋了”。所谓“YYDS”也是起
源和传播于网络电竞游戏，在对战游戏中主播
的呼喊被简化为这四个字母，成为流行语。如
今，这四个字母也用来赞美喜爱的人物、事物或
表达极度夸奖。

而“奥利给”真正出圈同样是在短视频平
台，不少网络主播在直播或短视频中，频频使用

“奥利给”感叹，而逐渐流行起来。
调查也发现，一些网络“黑话烂梗”之所以

流行，有孩子们接触使用电子设备频繁，互联网
多个网站、平台渠道传播以及“校园社交”的互
相学习、模仿等多重因素。“可能一开始班里只
有很少的孩子讲，但慢慢地大家觉得好玩，讲某
些话和梗的就多了。”一名老师说。

调查
多源于网游和短视频多源于网游和短视频

“育儿嫂”，顾名思义是一份照料护
理、教育保育婴幼儿的职业。凭借完
备的母婴知识和照护技能，“阿姨”们
走入雇主们的家中，承担着看顾宝宝
的重大责任。而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
实施，尤其是在快节奏的城市中，育儿
嫂的需求量更是逐年攀升，正在成为
家庭服务行业内的重要职业。责任
重、需求量大，不过，据不少“有娃一
族”反映，当下的育儿嫂市场却让他们

“不敢用人”。

面试时对答如流面试时对答如流 上工时手足无措上工时手足无措

几个月前，陈女士和丈夫还坚定地
相信着，依靠面试就能找到一个“好阿
姨”。

陈女士告诉记者，大到专业技能的
证书、照护孩子的技能、育儿的理念，小
到育儿嫂本人的生活习惯等等，都会在
面试中被覆盖到。依靠这样的交谈，陈
女士还能观察到育儿嫂的表达谈吐及逻
辑思维能力。然而，孩子四个半月，一共
更换了5位阿姨，每换一次，陈女士对于
面试的作用就多怀疑一分。

令陈女士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第三位
阿姨。“在那么多面试的育儿嫂里，她是
说得最好的一个。”陈女士回忆道，“不管
是母婴护理还是育儿知识，都对答如流，
让我觉得她在技能上非常扎实。”在看到
阿姨满是专业知识分享的朋友圈以后，
陈女士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几天
后，这位阿姨正式上户，却给了陈女士

“当头一棒”：“实际操作她什么都不会。”
不仅不会使用摇奶、消毒等基础的设备，
还几次三番弄湿了床单和床垫。由于护
理不当，在短短三天的试工期内，孩子甚
至抓伤了自己的脸。

对于这次用工经历，陈女士感到后
怕，她也不禁思考：为什么面试时表现优
良的育儿嫂却在实操过程中手足无措？
阿姨们亮出的职业技能证书又有多少含
金量呢？

经过陈女士的观察，大多数前来面
试的育儿嫂所持有的均是由家政服务机
构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缴纳一笔不高
的费用，参加家政服务机构组织的培训，
再通过考核，就可以开始接单了。”通常，
这一类培训所需时间较短，考核也较为
简单。一位从业多年的育儿嫂肖阿姨告
诉记者，在母婴健康行业，目前最正规的
是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

“育婴师”职业资格证，“与机构组织的培
训不同，参与这类资格证的培训会有一
定的补贴，但基本需要全日制学习一个
月，考核要求也会更高。”

不过，她补充道，随着育儿嫂市场
的不断扩大，近年来，培训与拿证的门
槛越来越低，“有些机构只要交够钱就
可以办出‘金牌月嫂’证，还有很多阿姨
觉得，只要自己生养过孩子就有做育儿
嫂的技能。”

上百个阿姨上百个阿姨 中介其实中介其实““并不熟并不熟””

从与陈女士的交谈中不难看出，在
寻找育儿嫂的过程中，家政服务公司是
最为重要的媒介。他们手握丰富的育儿
嫂资源，以此匹配雇主们的需求。陈女
士告诉记者，除通过家政机构外，其他比
较主流的雇用方式还包括“签私单”（即
经熟人介绍，与育儿嫂个人建立雇用关
系）、从月子中心带出（即将月子中心的
月嫂带回家，转为育儿嫂）等等，但“私
单”有遭遇临时变更的风险，月子中心带
出阿姨的费用又通常更高，且有时间限
制。这就使得家政公司几乎成了“找阿
姨”的唯一出路。

“但事实上，这些中介机构对于育
儿嫂的真实情况也并不了解。”出月子
后，陈女士便选择签约了“海马到家”公
司，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中介的推荐
其实并不靠谱，“例如，前来上户的第二
位阿姨有家族遗传的精神病史，还有一
位阿姨存在简历造假的嫌疑。就这些
阿姨的情况来说，中介到底知不知情也

很难讲。”而在陈女士表示对阿姨并不
满意后，家政机构也仅表示“可以继续
更换下去”。

以消费者的身份，记者也咨询了多
家提供育儿嫂介绍服务的家政服务机
构。大部分机构均标榜，旗下育儿嫂“持
证上岗、服务专业”，机构也可以提供“免
费更换”等售后服务，且育儿嫂等级均为

“高级育婴师”，会做婴儿辅食，掌握蒙氏
早教方法。在表达雇用意向并提出具体
要求后，记者也从工作人员处获取了多
位育儿嫂的简历，主要包含了个人基本
信息、所持资格证书及工作经历。但几
经对比后，记者发现，这些简历上注明的

“高级育婴师”并没有具体的颁证单位，
工作经历与工作年限也有诸多不能相互
匹配的地方。

“一个家政中介，通常挂靠着几十位
甚至上百位的育儿嫂，怎么可能都了解
呢？”大约10年前，郁女士开始在上海开
办家政服务中介，她坦言，对于机构内的
育儿嫂，大多也只能通过简历来认识，

“除非是有阿姨和我们长期合作，或得到
了雇主特别的投诉或好评，我们才会有
些印象。”郁女士也告诉记者，不少中介
机构会帮育儿嫂“润色”简历，“把只带过
一个孩子的，说成带过两三个的，或是把
中途转行不干的时间填满，这样操作一
下，阿姨们的‘身价’就不同了。主要是，
这些经历拿出去，雇主们也不可能查证
到真伪。”

有服务质量规范有服务质量规范 但投诉维权谁来管但投诉维权谁来管？？

第四位育儿嫂上岗时，陈女士以为
好运终于降临到了自己身上。“那是一
位 50 多岁的阿姨，性格温和，待人接物
也十分有礼貌。相处久了之后，我们除
了觉得她在生活上有些挑剔外，对孩子
很好，也很有经验。”就这样，这位阿姨
在陈女士家干了两个多月。直到有一
天，她趁着孩子睡着去隔壁房间打电
话，宝宝醒来后翻滚挪动，竟不慎从床
上跌落。

这个时候，陈女士发现自己陷入了
维权无门的境地。“我先是联系了家政公
司，但对于这种情况，公司并没有处罚机
制，生气和心疼之下，我又联系了派出
所，民警也表示只能双方协商处理。”最
后，陈女士仅仅是扣除了阿姨一天的工
资。由此，陈女士又再次陷入了看简历、
面试、试工的循环。“造成如此严重的损
害，中介公司也没有任何赔偿措施，育儿
嫂这个职业的犯错成本也太低了！”对
此，她颇为不满。

那么，这个市场真的毫无规范可言
吗？记者从上海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了
解到，早在2015年7月3日，国家标准委
就同时批准发布了《家政服务母婴生活
护理服务质量规范》和《家政服务机构等
级划分及评定》两项国家标准，并于2016
年2 月1 日起开始实施。前者对服务人
员的个人情况、职业道德、工作内容及护
理技能等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将此
类从业人员分为了六个星级，其中，工作
实践年限、差错出现频次及客户都是重
要的考评标准，这也会影响后者标准中
对于家政服务机构的评价。

“其实，这些服务质量规范和等级评
定都是一种偏正向的反馈。”谈及这个问
题时，郁女士这样说，“一旦出现问题，现
有规范下，针对育儿嫂本人及所属的家
政机构，都并没有任何惩罚性的机制。”
而面对这个市场的“鱼龙混杂”，陈女士
坦言，家长们几乎只能“报团取暖”，“宝
妈群里的一位姐妹专门在‘小红书’开了
一个育儿嫂红黑榜，通过搜集家长们的
反馈，给未来用工提供参考。但这样的
方式，也实属无奈之举。”

对此，大多数家长们迫切希望建立
健全关于育儿嫂行业的、全链条式的监
管流程，尤其包括从业资格的监管、个人
从业经历的监管及针对所属家政服务公
司的监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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