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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篇
部分孩子

“刷刷刷”停不下来

北京市民老崔的孩子正上小学四年级，按照父子间
的约定，每天放学做完功课，就是孩子的“iPad时间”。据
他观察，前一两年，孩子主要以打游戏为主，“吃鸡、蛋
仔”玩得不亦乐乎，可如今，刷短视频成了孩子的一门

“功课”。“每天必刷，同一个视频还反复看。”
成都市民李先生发现，每到上学放学，马路上、学校

周边的快餐店里，时常能看到不少抱着手机刷视频、打
游戏的学生。

不仅是孩子们主动刷、天天刷短视频，还有家长用
短视频“哄”娃“带”娃。近日，杭州一家媒体的记者在当
地一家医院的儿科输液室采访发现，要让孩子不吵闹，
刷短视频是最有效果的。不少正在打吊针的孩子都拿
着平板电脑或手机，津津有味地看着屏幕中的内容。其
中有不少在看动画片，还有部分孩子正在刷着微短剧
等，神情十分投入，有人从旁边经过或站在他旁边也完
全不在意。

许先生的6岁女儿小艾正在输液。他说，“平时在家
中也会让她在手机上看《jojo超级宝贝》或刷刷短视频，
从小养成了习惯，以后到哪里都要看手机，她平时喜欢
看的东西，我会提前给她下载好。”

北京家长岳先生称，自己在地铁上时常会见到带
着孩子的家长、老人，将手机交给孩子，换得一路清净。

“一次有个孩子蹲在车厢接缝处看视频，下车时也不还
给奶奶，老太太真是硬抢，才抢了回去。”岳先生坦言，
自己算得上比较有自控力，即便如此，也有不知不觉

“刷”了很久的经历。“短视频那么吸引眼球，小孩不上
瘾反倒奇怪了。”

“手机问题越来越难管。”杭州某民办中学的班主任
李宇浩老师摇头叹气，班上爱刷视频的学生太多了。过
去学校一直明令禁止带手机，也禁止学生玩游戏。当短
视频大行其道，突然风靡，孩子们的兴趣转向短视频了。

相比起城市，农村的孩子更容易沉迷于刷短视频。
在杭州庆春路附近一家医院的候诊大厅里，正在陪女儿
等检查报告的陈先生说，过年回老家，有件事情让他印
象很深，“我女儿回了老家，喜欢跑到外面去玩，她去叫
几个邻居家的小孩，想让他们一起去村里的集市上去看
小兔子。但那几个小朋友都在玩手机，不知道在刷什么，
根本不愿意和她一起出去玩。那几个孩子的家长我也认
识，我后来问过他们，和我说孩子们在抖音上刷那种
Cosplay的视频。”

全国人大代表李莉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说，在一些
农村中小学，校方、教师需要就手机问题与学生“斗智斗
勇”；一旦放假，留守在家的祖辈缺乏管理意识与能力，
一些少年儿童从早到晚“机不离手”，熬夜、通宵刷短视
频或玩游戏，所以，她今年带上两会的是《关于针对“农
村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现象进行源头治理的建议》。

怎么成了“电子父母”
短视频 ■ 监管篇：

应进一步落实
“源头治理”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沈斌倜介
绍，未成年人的“触网”行为并非无法可依、
无章可循。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创设了“网络保护”专章，明确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
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
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
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
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
能。”沈斌倜认为，应加强对短视频平台的监
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网络平台责任。

“一些青少年模式仍存在漏洞，还需继
续完善。”有家长反馈。对此，北京理工大学
网络与安全所所长闫怀志表示，青少年模式
在实践中还存在被绕过的情况。他指出，有
些应用软件采取弹窗方式提示开启青少年
模式，而非强制开启；有些一经卸载重装，又
会恢复成普通模式，完成对部分限制功能的

“破解”；一些未成年人还可以使用家长权限
或网购成人账号来躲避青少年模式。此外，
即便某款应用软件限时浏览40分钟，但如
果下载多款软件接着浏览，仍无法控制在线
总时长。

李莉建议，监管部门应进一步落实“源
头治理”，“进一步立法和出台政策扩大监管
范围，强化互联网企业内容审核责任。”政府
则应将积极干预、防止严重的手机沉迷，作
为关心与服务留守儿童工作的重中之重。

兰州文理学院心理学教授王成德认为，
网络平台监管部门，要根据新形势完善监管
体系，净化网络环境，跟进治理手段，提高监
管实效，预防不良网络环境和引诱青少年的
事件发生；学校层面，要做好对学生的网络
价值观教育，学会自我分辨网络中所传播的
短视频的优劣，防止被网络短视频中的低
俗、消极内容所蛊惑；短视频平台要充分担
起社会责任，坚持积极向上的主基调，加大
对短视频内容的审核力度，屏蔽各类低俗、
负能量视频，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限制青
少年使用时长、观看内容；短视频创作者也
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创作的内容要积极向
上，不打擦边球，不传播负面内容。

（综合《北京晚报》《钱江晚报》《中国青
年报》《工人日报》等）

一些专家表示，现在是信息化时代，把孩
子完全隔离在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的“真空
环境”里是完全不可能的。身处互联网时代，家
长也要主动学习，寻找与孩子的共同话题，这
样才能更好地引导孩子正确利用网络，正确看
待短视频。

在李宇浩老师看来，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
要从小开始管，初中开始管太晚了。鼓励家长
从小学开始培养孩子少用手机的习惯，不能毫
无原则地退让，要柔中带刚。尽量避免和孩子
起冲突，可以提前约定好规则，以双方都能接
受的形式管理。

“早晚有一天，孩子会拥有自己的手机，家
长更不可能永远把孩子放在眼皮子底下看
管。”岳先生认为，刷短视频只是孩子可能受到
的各种诱惑之一，关键还在于如何引导。“有很
多制作精美、具有知识含量的优秀视频账号，
我不会一味回避。”近段时间，他正为女儿讲解

音标，为启发孩子兴趣，他先用短视频引入，
再落脚到书面去掌握。“归根结底，希

望让孩子感知到短视频是一种工
具，要为自己所用，而不能被它

奴役。”
文化评论家、原中国

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马
相武认为，家长和老师应
多去了解并尊重孩子的
欣赏需求、兴趣愿望。在
此基础上，有能力有水准
者，不妨帮助孩子挑选精

品良品。“短视频乃至其他手
机使用问题，不要采取所谓的

强制执行。有学校将孩子的手机收
上来当场砸掉，这样做谁都知道是错

误的。”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

明认为，一些成年人尚且容易沉迷于刷短视
频，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在缺乏父母陪伴与
管教、爷爷奶奶等祖辈没有能力看管的情况
下，被精准推送的短视频“俘获”的可能性更
大。“校内能管住，不过双休日、寒暑假等假期
就成了手机冲破孩子‘防线’的关键时期。”他
呼吁家长要以身作则。如果家长都管不住自
己，却埋怨孩子玩个不停，这是不可能让孩子
改掉不良习惯的。

去年7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
宏艳课题组完成的《未成年人短视频使用与学
习研究报告》显示，82.9%的未成年人使用过短
视频。值得关注的是，该报告调查发现，家人陪
伴多的未成年人经常使用短视频的比例较低，
长时间使用短视频的比例也较低。同样，长时
间使用短视频的未成年人中，家长从不陪伴的
比例更高。

杭州某机构心理咨询师洪阳说，孩子沉迷
于到短视频当中，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迁移。父
母不在身边，或陪伴和心理支持不够，孩子更
容易出现一些厌学和网瘾等问题。

可见，父母陪伴缺位，短视频就容易成为
“电子父母”。因此，有着多年学生工作经验的
庹庆明表示，家长应让孩子在离开手机后，拥
有更丰富有趣的线下生活，重视亲子陪伴与
亲子关系，引导孩子更合理地安排闲暇时间。

孙宏艳表示，亲子关系的重要性，除了体
现在刷短视频上，同样体现在玩游戏、看网络
小说等一系列“触网”行为上。在和谐的亲子关
系中，家长和孩子共同商议制定网络“冲浪”规
则，才有可能帮助孩子培养数字时代健康的用
网习惯。

当孩子沉迷于短视频，家长、老师及社会
各界担忧的是什么呢？

长沙的张女士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接触短
视频后，渐渐变得没有耐心，不能静下心去阅
读、学习。成都王女士的儿子小鹏正在上初中，
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刷短视频，晚上睡觉后
还偷偷蒙在被子里刷，导致学习成绩一落千
丈。兰州家长程士伟表示，自己现在已经很难
走近沉迷短视频的孩子，更别提交流，短视频
或者说手机好像是他最依赖的“父母”。

北京的老崔说，起初他的孩子爱看的视
频，多是游戏攻略或动画片段，但渐渐开始“走
偏”，喜欢上内容无聊、表演夸张的短视频，掺
杂了许多低俗内容，令他如坐针毡。

更让家长们忧心的，还有某些传达错误价
值观的视频。“作业纸张很锋利，容易划伤人；
作业写多了容易累，会得近视眼……所以同学
们，远离作业，从你我做起！”仅以“远离作业”
为关键词，就可以搜索到诸多利用真人出演、
动画剪辑等形式，描述师生矛盾、抵触学习、对
抗家长的视频。此类视频很受观看者追捧，一
则由小学生表演的“作业疯了”视频，收到超
2.7万点赞、2000条评论。其中不少评论都表示

“同意！赶紧扔掉作业”“珍爱生命、远离作业”。
“这种话简直说到我儿子心坎里了，他天

天拿着这些视频说事儿。”北京市民张子成的

孩子最近学会了一套“话术”——老师留作业
叫“压迫学生”，家长布置学习任务是“破坏亲
子关系”，抄写生字、单词，更是孩子的“压力
源头”。

张子成坦言，为孩子减负是现在社会共同
倡导的，家长也认同，但到了短视频里，表达完
全变了味，“好像作业一点都不能做”，让家长
十分被动。“拍摄这种短视频，一看就是为了吸
引孩子，以偏概全，可孩子不明白，还觉得视频
讲得道理。”

为了吸引眼球，一些涉及社会现象、热点
内容的短视频，往往将观点激化放大，成年人
尚且易被误导，何况孩子。

李宇浩老师发现，短视频信息太繁杂了，
刷到抑郁、厌学、焦虑症等内容，一些孩子就会
模仿，很快就会对号入座。

对于这些负面影响，李莉总结：孩子们刷
短视频等上瘾行为，不仅导致近视率上升、体
质下滑，也会削弱他们的上进心，对需要耐心
与复杂逻辑思考的学业任务失去兴趣。当周围
的孩子都开始用手机打游戏或刷视频时，来自
同辈的群体示范，也导致“玩手机”在当下的留
守儿童中成为一种“新潮流”，甚至出现“游戏
大神”比“学习尖子”更受追捧的现象。网络宣
传的一些错误观念，也会潜移默化影响留守儿
童的“三观”。

■ 担忧篇
以偏概全的价值观误导孩子

■ 支招篇
用引导和陪伴让孩子不沉迷

编者按

“如果青少年长时间沉迷视频，文
字阅读能力很可能得不到有效培养和
训练”“不少农村留守儿童熬夜、通宵刷
短视频”……前不久，“孩子沉迷短视
频”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共同关注的
话题，纷纷建议家长应科学引导孩子将
短视频作为生活学习的辅助，多多陪伴
孩子，避免短视频像游戏一样成为孩子
的“电子父母”；相关部门要提高行业准
入门槛、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网络平台
责任，比如不对未成年人进行算法推
送、继续完善“青少年模式”……共同防
止短视频沉迷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学
习生活和身心健康。

新闻多一点 >>>>>

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相关数据
●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等共同发布的

《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
（2022）》指出——

看视频已经超越打游戏和听音乐，排在未成年人
网络使用的首位，占47.5%；其余为听音乐（40.1%）、写
作业/查资料（36.4%）、聊天（31.3%）、打游戏（27.0%），
城乡差异并不显著。

●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2023年 12月
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
告》显示——

我国未成年短视频用户规模超1亿，其中11.9%的
未成年用户在工作日平均每天观看短视频超过 2 小
时、7.2%的未成年用户在节假日每天观看短视频超过
5小时；77.5%的家长表示担心孩子看短视频上瘾。

●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课题组去
年7月完成的《未成年人短视频使用与学习研究报告》
显示——

未成年人短视频接触率呈上升趋势。本次调查发
现，82.9%的受访未成年人使用过短视频。而2019年的
调查结果是，未成年人短视频接触率为65.6%。

城乡比较发现，农村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比例
（84.1%）略高于城市未成年人（81.7%）。随着学段升高，
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比例从小学生的74.3%上升到
了高中生的86.4%。

研究还发现，感到学习负担重的未成年人用过短
视频的比例更高。从学习负担很重到很轻，未成年人
使用过短视频的比例从86.0%下降到了67.9%。

随着学段升高，使用短视频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小学生经常使用短视频的比例为 12.6%，初中生为
18.7%，高中生为27.0%，从小学到高中上升了14.4个百
分点。

与父母关系很不好、不太好的未成年人，经常使
用短视频的比例分别为 39.6%、42.4%，比亲子关系很
好的未成年人分别高22个、25个百分点。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