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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颖琦

“周末想去探店，求户外搭子”“饭搭子
离职了，比失恋还痛苦”“今晚七点羽毛球
课，不见不散”……

最近一段时间，在年轻人中开始流行
一种“搭子社交”。吃饭有口味相同的“饭
搭子”，学习有相互鼓励的“学习搭子”，旅
游有兴趣相投的“旅游搭子”，甚至还有“减
肥搭子”“逛街搭子”“观影搭子”……通过
社交平台，年轻人万事皆可搭。

“搭子”一词源于上海方言，意思是“一
起打牌的人”，如今却成为年轻人之间的一
种新型社交方式。它通常是指年轻人之间
因为一个共同的兴趣和目的而临时组成的
社交圈，这种关系介于朋友和同事之间，主
要强调行为上的陪伴，而不是情感上的深
度交流。“搭子”双方既能互相勉励、彼此为
伴，共同分享完成某项任务的快乐，又能保
持较为清晰的边界感和分寸感，不会造成
太大的社交压力。因此，在快节奏、碎片化
的生活状态下，“搭子”作为一种主打精准
陪伴且不过分亲密的“浅社交”，越来越受
到当代年轻人的欢迎。

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
开熟悉的家乡和亲朋，前往陌生的城市求
学、工作。而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中获得更
好的生活体验，“搭子社交”也许就给了这
些年轻人一个新的选择。和“搭子”相处既
能享受彼此的陪伴，又不用投入过多情感，
社交结束后各自回到原本的生活轨道，能
够有效地缓解他们生活中的孤独感。

在传统的社交关系模式中，我们通常
会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在已有的熟人关
系网中选择自己的朋友，在相处中慢慢进
行性格、兴趣爱好、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筛
选。但在搭子关系中，大家将生活领域精
准细化成不同板块，再“打包”分配给不同
的人选。这种分配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让
年轻人打破了自己的社交圈层，触摸到更
广阔的世界。

其实，从形式上看，我们对“搭子”并不
陌生。小时候，下课铃响一起手拉手去洗
手间的陪伴感，放学时一起骑车走夜路的
安全感……只是在越来越碎片化的时间和
空间里，人们越来越缺乏热情和精力去经
营亲密关系，与“附近”的关系也变得越来
越冷淡。人的本质还是社会性的，需要与
人建立联结，避免孤独。所以，年轻人在失
去“附近关系”后，转向“搭子”这种基于自
我选择的、有边界感的社交方式，在满足社
交需求的同时，淡化了需要付出的时间和
情感成本。

不论是传统社交，还是“搭子”社交，都
是我们向亲密关系迈出的第一步。春光正
好，找一个“搭子”去探索一下外面的世界
吧。

“你好，我的搭子”
——年轻人之间的新型社交

“忘年交”教学相长

3 月，市老年大学迎来了新学期。
教学楼内，舞蹈、声乐、书法、钢琴等教
室里学生满满当当，讲台上，一张又一
张年轻的面孔在为学生耐心讲解
课程。这些青年教师有想法、有
真心、有爱心，他们的出现为
老年教育注入了青春的朝气
和活力，而他们也在这场

“忘年交”中收获彼此的成
长。

“来，准备，三二一，开
始！”

周二上午9点，上课铃
还没响，阿姨们就早早来到
舞蹈教室热身、练习，等待她
们的舞蹈老师帮她们排舞。上
课后，30余名学员跟着青年教师
杨蕊学跳民族舞，爽朗的笑声在教
室里回荡。课间休息时，看到老师没穿
外衣，阿姨们都特别着急地拿自己的
替换衣服给她穿。

在老年大学授课近7年的杨蕊，这
个新学期每周教授一节舞蹈课。大学
毕业后，她开始在舞蹈室和社区舞蹈
班教一些小朋友跳舞，2017年，经社区
推荐，开启了在老年大学的执教之路。

与以往的教学经历相比，老年人
的身体素质和学习能力大不相同，“老
人，该怎么教呢？”面对爷爷奶奶辈的
学员，最初的杨蕊一头雾水，不知道该
如何起步。上了几堂课后，她渐渐摸清
了“门道”：教老年学员跳舞，速度不能
过快，动作需要反复强调；不必要一板
一眼地教学，多点趣味性更好。

而在一天天的教授中，老年学员
也给了杨蕊更多的感动。每逢舞蹈队

要参加演出时，学员们的学习劲头比
年轻人还足，上课时一个动作一个动
作地抠，课后学员们也抽出时间排练，
直到动作准确无误，从不耽误上课进
度。

而2019年经朋友介绍来到老年大
学任教的钢琴老师张莎，也见证了老
年学员的“成长”。“第一次给老年学员
上课前，我也有过担心，比如说老年人
学习上手慢、识谱认弦难，缺课少课跟
不上进度等。”她说。但当她站在讲台
上才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老年
学员上课非常积极，几乎从不请假，每
堂课都会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教室练
习，然后再跟着她上一个半小时的课，
下课后还舍不得离开，追着她问自己

的指法哪里不对、哪一段总是弹不好
等问题。

在与老年学员的交往中，张莎觉
得自己更有耐心了。更难得的是，即使
没有课，张莎也能收到学生发来的练
习信息或者视频，“老年学员的学习热
情和兴趣格外高涨，这种上进、好学的
精神在无形中鼓励、带动着我，我平日
里也更加主动地练琴，以精进琴艺”。

“隔辈亲”亦师亦友

“他们既是我的学员，也是我的长
辈，我们亦师亦友，这些年坚持下来也
收获了许多情谊。”对书法老师李保亮
而言，在老年大学教老人们写书法是
一段很难得的人生经历。

李保亮的书法课安排在每周二的
上午，还没到上课时间，教室里就坐满
了“学生”。一看见他，这些老年学员们
就十分开心地同他打招呼，问他有没
有吃早饭。他直言，自己的家庭是一个
非常“中国式”的家庭，在家中与父母
长辈的交流沟通比较少，更别说开玩
笑了。但是在学校里，面对比自己年长
很多的学员，李保亮却能和他们玩到
一起，像朋友一样聊天。

“跟他们在一起，我变成了一个倾
听者，听他们讲历史故事，跟他们讨教
生活经验，学习养生知识……时间久
了，我对我爸妈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和
他们交流也更有耐心，家庭氛围也变
好了。不必纠结于同龄人之间的比较、
内卷、社交，可以回归纯粹的心灵现
场，我感觉我自己在活泼爱笑的老年
人中得到满满的治愈。”李保亮颇有感
触。

而在舞蹈课上，杨蕊也被这些老
年学员的劲头鼓舞着。看见这些平均
年龄已经六十多岁的阿姨们，依然能
保持这么优雅得体的气质、阳光自信
的状态，她也对自己未来的老年生活
充满期待。

对此，张莎也深有同感：“我在她
们身上看到了真正的松弛感，在时光
里不疾不徐地、认真地学习自己感兴
趣的事物，保持年轻的心态和对生活
的热爱，找到生活的乐趣和满足感，我
觉得这样很幸福。”

对老年学员而言，这些跟自己儿
孙年纪一样大的青年教师们也给他们
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活力。这些青年
教师手把手教老人们学习专业知识和
技能，教老人们如何与日新月异的世
界接轨。他们不仅是在教授知识，更是
在传递一种生活态度，帮助老人找回
自己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随着老年教育的兴起，越来越多
的青年教师走进老年大学，开启一段
特殊的教学旅程。他们的到来，不仅为
老年大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老年
学员带来了新的学习体验和生活态
度。老年大学的故事还在继续，青年教
师与老年学员之间的互动和成长，正
是这个时代最美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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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一些年轻人参加“夕
阳红”旅行团、到老年食堂找“家

的味道”后，还有一些年轻人在老年群
体中找到新的好去处——到老年大学任
教。

在老年大学，年轻人帮助老人与时
代接轨，给予他们陪伴，也被老人身上的
热爱感染和治愈着。年轻人频频“闯”入
老年群体，这种“朝阳”与“夕阳”的碰撞

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近日，记者
走进运城市老年大学，听听老年大

学里青年教师的故事。

□记者 杨颖琦 王棉 文图

▲教师杨蕊在示范舞蹈动作

▲教师张莎手把手纠正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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