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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警惕“以爱之名”

一、热点概述

在当今社会，许多人会打着“爱”的旗号去做一些事，但背后往往隐藏着各种不良动机和问题，需

要人们保持警惕。比如，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所谓“情感导师”，以帮助人们解决情感问题为名，实则推

销高价情感咨询服务，牟取暴利。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婚恋交友过程中，以恋爱为幌子，对他人实施诈

骗，导致受害者不仅遭受钱财损失，还承受精神伤害。此外，在亲子关系中，也存在部分家长以“爱”

为由，对孩子进行打骂教育，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伤害。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情感咨询领域的乱象：一些情感机构的“导师”并无专业资质，却通过包装自己，以开设“情感课

程”、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等噱头，吸引那些陷入情感漩涡的人。他们给予的建议往往缺乏专业性

和针对性，多是些“毒鸡汤”式的语录和攻略，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并无帮助。甚至在客户付费后，不提

供有效的服务，还会诱导客户再次高额充值，定制升级 VIP 方案，形成“连环套”，让客户赔了感情又

损失钱财。

婚恋交友诈骗案例：如郑州的张先生在婚恋交友平台“微陌”上认识女用户，不断充金币刷礼物后

对方却不肯见面，最终发现是特大交友诈骗团伙；胡女士在社交平台与郭某波确立恋爱关系后，被其以

各种理由骗取 19 万余元；吉林李先生网恋“女友”以被绑架为由向其索要 12 万元，交往三个月李先生

为其花费 15 万余元，最后发现“女友”竟是男儿身等，这些案例都显示了不法分子以恋爱交友为名，

行诈骗之实，给受害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

不当亲子教育行为：某些家长奉行“打是亲骂是爱”的错误观念，因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等原因对其

进行谩骂、殴打。如 14 岁的张小因学习成绩下降被父亲张某打骂，精神紧张惧怕回家，这不仅伤害了

孩子的身心健康，还会破坏亲子关系，导致亲情的疏离。

2.道理论证：

从人性角度：人在情感上往往是脆弱的，当处于情感困惑或渴望爱情、亲情、友情时，容易降低警

惕性，被那些以“爱”为名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从而忽略了对方行为背后可能隐藏的不良动机。而一些

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人们这种心理，以满足情感需求为诱饵，达到自己骗取钱财或其他利益的目的。

从价值观角度：真正的爱应该是建立在真诚、尊重、责任和付出的基础上，而不是以爱为借口去控

制、欺骗或伤害他人。当有人以“爱”之名要求我们做一些不合理或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时，我们需要

审视这种“爱”是否符合正确的价值观，是否真正有利于我们的成长和幸福。

从社会影响角度：“以爱之名”的不良行为不仅会对个人造成伤害，还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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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社会信任体系、引发社会焦虑等。在网络交友诈骗频发的情况下，人们会对网络交友产生恐惧和不

信任感，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和谐。而在家庭中，不当的教育方式也会影响孩子的性格形成和心

理健康，进而对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潜在影响。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在当今社会，我们常常听到“以爱之名”的各种行为，但其中不乏一些隐藏着不良目的或产

生负面影响的情况。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在当今社会，“以爱之名”被频繁提及，但其中夹杂的不良行径却屡屡刺痛人们的神经。这一现象

在本应传递温暖与善意的同时，却被部分别有用心之人当作谋取私利、操控他人的工具，值得我们深入

剖析与反思。

第二步——危害：

“以爱之名”背后隐藏的不良目的和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在个人层面，它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与身心健康。例如，一些情感诈骗者打着爱情的幌子，使

受害者在经济上遭受重创，精神上陷入痛苦与绝望的深渊，甚至可能对其未来的情感认知和人际交往产

生长久的阴影。

在家庭领域，过度以“爱”为由的家长对孩子过度管控，会压抑孩子的个性发展，使其失去独立思

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容易导致亲子关系紧张、孩子心理问题频发。

从社会层面来看，这类现象的泛滥会侵蚀社会信任根基，破坏公序良俗。当人们频繁遭遇“以爱之

名”的欺骗时，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会受到冲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成本大幅增加，社会和谐稳定的发

展也会受到阻碍。

第三步——原因分析：

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人性的弱点使然。人们往往对“爱”怀有天然的渴望与信任，当他人

以“爱”相诱时，容易在情感上放松警惕，为不良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法律监管与道德约束在某些领域存在漏洞。在一些新兴的情感服务、社交互动等方面，

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使得部分不法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制裁。

同时，社会道德教育在某些方面的缺失，导致一些人缺乏对“爱”的正确认知与行为准则，模糊了

善意与恶意的界限。

第四步——过渡：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多管齐下予以应对。

第五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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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个人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在面对各种“爱”的表达时，保持理性与冷静，不轻易被表面的

情感说辞所迷惑。学会通过多方面考察、分析来辨别真伪，尤其是在涉及重大利益决策时，更要谨慎小

心。例如在网络交友、接受情感咨询服务等过程中，提前了解相关背景信息，不盲目相信他人承诺。

其次，家庭与学校应加强正确的爱的教育。家庭中，父母要以身作则，给予孩子健康、平等、尊重

的爱，引导孩子正确理解爱的内涵与表达方式。学校可通过开设情感教育、品德教育课程等方式，培养

学生的情感智慧与道德素养，使其在未来面对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时，能够坚守原则，识别真爱与伪爱。

再者，社会层面要完善法律法规与加强监管力度。针对新兴的情感消费、社交骗局等领域，加快立

法进程，明确法律责任与处罚标准，使执法部门在打击此类违法行为时有法可依。同时，相关监管部门

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加大对以“爱之名”行骗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净化社会环境。

最后，媒体也应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宣传正面案例、曝光不良行为，引导社会舆论，营造积极健

康的社会氛围，让大众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对“以爱之名”不良现象的认知与警惕性。

第六步——总结结尾：

总之，“以爱之名”不应成为伤害他人的遮羞布，而应回归其本真的善意与关怀。只有通过个人、家

庭、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揭开那些隐藏在“爱”背后的不良面纱，构建一个充满真诚与信任的

和谐社会，让爱真正成为温暖人心、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