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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自由恋爱机会寥寥

“2月14日那天，我派送了9单鲜花。”作为一名外

卖骑手，穿梭在浪漫的氛围中，王振东却难掩落寞，“我

家境一般，只有初中学历，城里姑娘看不上我，农村姑

娘也把我当备选。”

与父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以未婚状态进入

城市，也跃入了更大的婚恋圈。在“男高女低”的梯度

婚姻模式下，女青年借由务工获得了更大选择权，男青

年则因此陷入更严峻的择偶困境。

王振东经历过两场失败的恋爱，女方给出的分手

理由很一致，“你赚得太少，我们没有未来”。而光是谈

恋爱的花销已让他囊中羞涩，每次约会，王振东都会下

意识在心里掂量费用，“一杯奶茶20元，要送1小时外

卖，一场电影60元，要送3小时外卖……”

在杭州一家餐厅做服务员的乔玲玲，刚拒绝了一

位农村小伙的表白：“我想在杭州扎根，而不是只度过

人生的上半场”。作为农民工子女，乔玲玲也深知留守

的滋味，不愿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虽说进了城，圈子却比以前还小。”湖北小伙沈维

安今年31岁，在北京做家具安装，他把自己的单身归因

于工作。“初来乍到时换工作很频繁，周边的异性不固

定，也没底气谈恋爱。现在这行全是男生，工作脏、苦、

累，吃住都在公司，很少有闲暇时间，又根本接触不到

女孩。”

沈维安跟同村的老乡交流过，他们普遍从事快递、建

筑等“同性聚集”的行业，很多人都和他有一样的困惑。

返乡：相亲择偶困难重重

男青年无法在城市找到爱情，只能将目光重新转

向农村，返乡择偶成为主流选择。然而，竞争者众多和

高涨的彩礼堪称两大“拦路虎”。

今年大年初五，江苏徐州邳城河一相亲大会现场，

百余位男士排起长队，而女士则只有5人。沈维安对这

种景象并不陌生，“同龄女生基本都结婚了，还有不少

人远嫁外地，男生则剩下一大堆，每次回家相亲，只有

任人挑选的份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分析

称，在农村，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加之“传宗接代”等

观念的影响，适婚男青年数量众多。

由此，女性掌握了婚姻市场的主动权，男性的结婚

成本也一路攀升。去年刚结婚的河南小伙张涛，不仅

用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不少外债，被朋友调侃“因

婚致贫”。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县城买房子花了

48万元，媳妇家要了16万元彩礼，再加上定亲、办酒

席，从相亲到领证期间去丈人家走动，总共花了近75

万元。”

这笔巨款令王振东感到无望，同样让他心生抵触

的，还有相亲这种模式本身。“两个人见几次面就定亲，

然后便各奔东西，每逢节假日才能短暂相处，到结婚那

天都不熟悉，更谈不上情投意合。”

对女青年来说，城市婚恋风气的影响还表现为：

不婚主义者日益增多，这也加重了适婚女性的“供不

应求”。

解局：创造更好婚育条件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实现婚姻突围的前提是，帮助

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进一步淡化城乡二元户籍制

度带来的身份区隔，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使

他们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平等权益，扫清择

偶路上仍存的制度障碍。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齐嘉楠认为，在

社会层面，应破除天价彩礼、喜事大操大办等陈规陋

习，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倡导年轻人树立正确婚姻观，

不以金钱为标准衡量人际、婚姻与家庭关系的轻与重；

拓展公共活动空间，让年轻人的交往约会不再局限于

各类消费场所，纠正“恋爱就是花钱”等消极想法，创建

开放、积极的社会生活环境。

“要为农民工择偶提供平台和时间。”靳永爱认为，

一方面，政府应该鼓励和扶持公共服务机构，为青年群

体搭建信息互通的交友平台，企业之间也可以共同开

展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拓宽他们的社交网络；另一方

面，要加强对企业的用工监督，保障农民工合法的休息

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经营生活和爱情。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大背景下，部分年轻人追求

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再认为婚育是生命的必经之路。

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社会在尊重多

元化选择、给予年轻人更多空间的同时，也要加以正确

引导，在职业发展、子女教育等方面为他们解除后顾之

忧，创造更好的婚育条件。

“潮玩”还是“潮学”？

早在多年前，新奇课程开始在个别高校崭露头

角。2012年，厦门大学从国外引进攀树课，顾名思义就

是借助绳索攀爬上树。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副主任翁

兴和说，刚开始也有许多人不解，为何要开设这样一门

看似无用的课，其实当中学问不少。

翁兴和介绍，这和小时候的爬树有所不同，它是利

用绳索锻炼学生力量、灵活性、协调性的体育运动，许

多爬树技巧可以在紧急时刻增加逃生率。选修过攀树

课的学生李欣鑫说，上课就像在原始丛林中探险求生，

有一种亲近大自然的特别体验，还能提升体能。事实

证明，攀树课开设至今，一直都是抢手选修课。

一些新奇课程在学生中呼声极高，却被家长担心

“玩物丧志”。近年，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四川电

影电视学院等高校开设了电竞游戏课程。有学生开玩

笑说：“没打游戏，作业都做不出来。”也有人认为，将游

戏名正言顺地搬上课堂，不利于学生未来发展。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陈江解释，这门

课并非鼓励学生玩电竞，而是让大家了解电子游戏有

关的技术研发、媒体公关、心理建设等行业问题。未来

电子游戏就业市场广阔，行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新

的需求，课程设置上应该予以回应。

如今，新奇选修课在各高校中越来越常见，逐渐颠

覆传统大学课程的理念。高校开设恋爱课，很快一炮

而红。“什么是亲密关系中的PUA”“学以致用交到对

象，可以酌情给满分”……这一课程不仅吸引大量学

生，同时还带火了授课老师。

新奇“网红课”能否成“品牌课”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新奇课程的名称抓人眼球，但

经过课堂实践检验，真正成为“品牌课”的不算太多。

部分新奇“网红课”昙花一现。比如，一些高校开

设马术、烹饪等课程，图一时新鲜，并未考虑到学校实

际条件和学生长远发展，不但师资场地跟不上，而且难

以保证安全，开设没多久就中途“夭折”了。

有的课程因重形式轻内容而沦为“水课”。有高等

教育专家指出，部分高校跟风开设幸福课、恋爱课、社

交课等，却没有足够的教学水平支撑课程内容，这些课

程成为低门槛、少营养的“快餐课程”。有学生表示，有

些开设的幸福课、恋爱课、社交课，不仅不能解决他们

的情感困惑，连授课都显得很敷衍。比如，在课程设置

上，有的课程由老师授课变成学生分小组自由展示，有

的课程总是“套路化”，这些都让修课学生感到失望。

在一次对大学生新奇课程的问卷调查中，大多数

受访者认为，高校在新奇课程方面的教学计划和目标

有待完善。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李非凡

认为，一些新奇课程纯属搞噱头，名称虽然很另类，却

无多少创新内容。有的娱乐性太强，科学性不足，拉低

高校课程的专业水准。有的新奇选修课是给学生的

“送分课”，教学内容不成系统，教学要求也不严格，滥

竽充数。

要“新奇”更要有“新知”

教育学者认为，一门好的课程，要“始于兴趣，终于

真知”。多数受访学生表示，大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会

有自己的判断，若只是冠个新奇的名称，无实质内容，学

生是不会买账的，知识含金量和实用性才是王道。

开设一门新课，师资培养、课程设置都需要花费大

量时间精力。翁兴和说，厦门大学为开设潜水课，准备

时间达到两三年，包括送教师到专业学校培训，考取潜

水教练员证等。近年修过潜水课的厦门大学学生都具

备基本潜水技能，有的甚至成为半专业的潜水爱好者。

“选修课增多，体现大学办学自主权扩大，是好

事。”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同时指出，大学教

师开设选修课存在比较随意、缺乏专业论证的问题。

“开设哪些丰富多彩的选修课，需要大学教授委员会

的专业判断，以此加强对选修课建设的规划、指导与

论证。”

李非凡认为，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都要将教

育引领学生放在首位，而不能被流量和浮躁风气牵着

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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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课程进高校，只是昙花一现？
《半月谈》邓倩倩

在一学期一度的“选课大战”中，最让学生期待的莫过于花样迭出的选修课。近年来，推陈出新的课程名

称时常走进大众视野，爬树、三国杀、恋爱心理、电竞、品酒等应有尽有。瞄准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点，这些课

程听者众多，有的课程学生扒墙翻窗来听，有的课程学生席地而坐，挤满整间教室。新奇“网红课”吸粉无数

的背后，是来自各界的不同评价。

城里寻爱寻不着，返乡相亲相不中

打工男青年：城乡之间何处觅良缘？
《工人日报》陈曦

“10天安排了8场相亲，初六那天见了3位女孩。”今年春节，

28岁的山东小伙王振东忙坏了。在天津打工11年，他一直没

遇到合适的女孩，父母发动亲朋在家乡牵线搭桥，却也屡屡碰

壁。王振东很无奈，“很多老乡情况类似，我们的幸福到底在

何方？”

记者采访发现，受制于高额彩礼、“婚姻梯度”等多重因

素，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在婚恋市场上愈发居于劣势。他们在

城市择偶的机会有限，不得不回归传统婚恋圈，而返乡相亲的

竞争同样渐趋激烈。很多青年徘徊于城乡之间，最终陷入“无

妻可娶”的尴尬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