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刷短视频满口网言网语 不不想想学学习习想想当当网网红红

短短视视频频成成孩孩子子们们
暑暑期期沉沉迷迷““新新选选择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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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家住
天津市河东区的马女
士遇到件烦心事：“孩
子作业不写，天天在
家刷短视频，怎么说
也不听。”为方便家校
联系，马女士给即将
上初一的孩子买了部
新手机，并明确告诉
孩子不能下载网络游
戏，可没想到孩子对
刷短视频上了瘾，一
有空就抱着手机，有
时连刷3个小时都不
停手。

马女士对此十分
焦虑：“短视频内容五
花八门，孩子又没什
么分辨能力，这样下
去学习成绩肯定要下
降。但孩子似乎已经
沉迷其中，怎么劝都
不听，一说收手机就
感觉要和我‘拼命’。”
而更令马女士担心的
事，一些主播常说的
网言网语也被孩子学
了去，有些听上去十
分粗俗，有些干脆直
接就是骂人的话。

记者近日在调查
采访中发现，虽然现
在许多网游都纳入了
防沉迷系统，未成年
人的游戏时间被压
缩、限制，但这并没有
让孩子不再沉迷手
机、平板等电子产品，
短视频成了很多孩子
的暑期“新选择”。

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发布的《中小学
生短视频使用特点及
其保护》调查报告显
示，使用过短视频的
未成年人有65.6%，
20%的青少年“几乎总
是”在看短视频。虽
然各大平台出台了青
少年模式，但“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破解
密码、购买账号等绕
过技术监管，对孩子
们来说并非难事。

未成年人为何容
易沉迷短视频？沉迷
短视频有何危害？如
何解决这一问题？对
此，记者进行了一线
调查。

““给给我我点点点点关关注注，，带带你你们们解解
锁锁更更多多姿姿势势不不迷迷路路。。””““叫叫我我大大
哥哥，，以以后后我我在在学学校校罩罩着着你你。。””““不不
是是同同一一个个时时间间，，但但是是同同一一个个‘‘撤撤
硕硕’’，，来来干干了了奥奥利利给给。。来来我我考考你你
们们个个问问题题，，知知道道奥奥利利给给是是什什么么
吗吗，，就就是是屎屎！！””…………

这这并并非非户户外外主主播播在在拍拍段段
子子，，而而是是记记者者近近日日在在北北京京市市朝朝
阳阳区区的的一一家家餐餐馆馆内内见见到到的的一一
幕幕：：主主角角不不是是成成年年人人，，而而是是33个个
六六七七岁岁的的孩孩子子。。其其中中一一个个孩孩子子
的的家家长长就就坐坐在在孩孩子子对对面面若若无无其其
事事地地玩玩着着手手机机，，似似乎乎对对这这种种事事
已已经经见见怪怪不不怪怪。。

面面对对询询问问，，她她告告诉诉记记者者，，平平
时时偶偶尔尔给给孩孩子子玩玩下下手手机机，，暑暑期期
玩玩的的时时间间多多一一些些，，孩孩子子主主要要就就
是是玩玩益益智智类类游游戏戏和和看看看看短短视视
频频，，从从短短视视频频中中学学到到了了一一些些网网
络络热热梗梗，，““感感觉觉没没啥啥大大问问题题，，孩孩
子子还还小小，，就就是是图图个个好好玩玩，，而而且且身身
边边不不少少孩孩子子也也这这样样””。。

记记者者采采访访北北京京、、天天津津、、山山
东东、、安安徽徽等等地地多多名名家家长长了了解解到到，，
由由于于当当下下青青少少年年从从小小生生活活在在网网
络络环环境境中中，，学学习习、、生生活活都都离离不不开开
网网络络，，很很容容易易接接触触到到短短视视频频，，身身
边边很很多多孩孩子子沉沉迷迷其其中中。。而而随随着着
暑暑期期来来临临，，未未成成年年人人沉沉迷迷短短视视
频频刷刷屏屏上上瘾瘾现现象象愈愈发发受受到到人人们们
关关注注。。

为为何何未未成成年年人人容容易易沉沉迷迷短短
视视频频？？

北北京京市市丰丰
台台区区居居民民张张红红告告诉诉
记记者者，，她她家家孩孩子子从从小小学学
三三年年级级开开始始，，就就对对家家庭庭和和学学校校
以以外外的的世世界界有有着着强强烈烈的的探探索索欲欲
望望，，平平时时会会主主动动找找家家长长要要手手机机
上上网网搜搜索索资资料料。。““这这些些短短视视频频直直
播播平平台台刷刷多多了了，，大大数数据据推推的的都都
是是其其关关注注、、喜喜欢欢的的东东西西，，内内容容丰丰
富富、、轻轻松松诙诙谐谐、、时时效效性性强强，，很很多多
大大人人刷刷起起短短视视频频都都停停不不下下来来，，
更更别别说说小小孩孩子子了了。。””

77月月1188日日，，在在中中央央网网信信办办等等
部部门门联联合合组组织织的的““清清朗朗··22002222年年
暑暑期期未未成成年年人人网网络络环环境境整整治治””
专专项项行行动动启启动动会会上上，，相相关关负负责责
人人表表示示：：当当前前一一些些网网站站平平台台的的
功功能能设设计计不不够够合合理理，，保保护护机机制制
不不够够健健全全，，是是未未成成年年人人沉沉迷迷网网
络络的的重重要要诱诱因因；；有有的的短短视视频频平平
台台通通过过奖奖励励反反馈馈、、礼礼品品领领取取、、签签
到到打打卡卡等等功功能能设设置置，，让让未未成成年年
人人深深陷陷其其中中、、不不能能自自拔拔。。

中中国国教教育育科科学学研研究究院院研研究究
员员储储朝朝晖晖认认为为，，未未成成年年人人沉沉迷迷
短短视视频频还还有有一一点点关关键键原原因因，，就就
是是他他们们的的生生活活特特别别是是暑暑期期生生活活
过过于于单单调调。。““在在沉沉迷迷短短视视频频的的孩孩
子子当当中中，，农农村村留留守守儿儿童童占占比比很很
高高，，由由于于生生活活中中缺缺少少陪陪伴伴，，他他们们
在在短短视视频频这这个个虚虚拟拟世世界界中中寻寻找找
寄寄托托。。此此外外还还有有一一些些孩孩子子是是由由
于于意意志志力力不不强强沉沉迷迷于于短短视视频频。。””

未未成成年年人人沉沉迷迷短短视视频频，，危危

害害之之大大显显而而易易见见。。
““你你看看那那些些网网红红，，他他们们没没读读

过过什什么么书书，，各各个个受受人人喜喜欢欢，，挣挣的的
钱钱是是大大学学毕毕业业生生的的几几十十几几百百
倍倍，，我我现现在在学学着着他他们们拍拍视视频频做做
直直播播，，将将来来肯肯定定要要比比读读书书强强得得
多多。。””来来自自安安徽徽省省宿宿州州市市的的中中学学
生生陈陈辰辰告告诉诉记记者者，，他他说说自自己己不不
少少同同学学也也是是这这么么想想的的。。

在在首首都都师师范范大大学学教教育育学学院院
教教育育政政策策与与法法律律研研究究院院副副院院长长
蔡蔡海海龙龙看看来来，，““短短视视频频中中的的泛泛娱娱
乐乐化化倾倾向向可可能能会会影影响响青青少少年年对对
主主流流文文化化和和价价值值观观念念的的认认同同，，
一一些些网网红红主主播播的的言言论论可可能能会会误误
导导青青少少年年的的发发展展偏偏离离正正确确的的方方
向向。。””此此外外，，当当前前短短视视频频平平台台普普
遍遍使使用用的的个个性性化化推推荐荐方方式式还还有有
可可能能使使青青少少年年陷陷入入信信息息茧茧房房，，
导导致致视视野野狭狭窄窄、、偏偏执执自自负负，，滋滋生生
青青少少年年社社会会问问题题，，严严重重妨妨碍碍个个
人人正正常常的的社社会会化化过过程程。。

此此外外，，据据公公开开报报道道，，一一些些短短
视视频频、、直直播播平平台台中中涉涉及及暴暴力力、、低低
俗俗、、软软色色情情、、诱诱导导充充值值打打赏赏等等问问
题题，，也也严严重重侵侵害害未未成成年年人人合合法法
权权益益。。

未成年人容易上瘾 危害大影响价值观

青少年模式易规避 内容匮乏实用性弱

实际上，为防止青少年沉
迷网络，很多短视频平台都内
置有青少年模式。在青少年模
式下，用户无法开启和观看直
播，没有充值、打赏等入口；在
青少年模式外，开播必须实名，
未成年人无法开启直播，同时，
如系统检测到消费账号疑似未
成年人，将立即对账号弹窗并
要求实名认证，用户拒绝认证
或认证为未成年人后，消费将
被系统拦截，账号禁止在APP
内充值。

不可否认的是，青少年模
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未成年
人对网络的沉迷，但现实中，想
要绕过青少年模式的办法也不
少。《中小学生短视频使用特点
及其保护》调查报告显示，三成
左右的未成年人认为多数短视
频内容低俗和认为短视频采用
的青少年模式用处不大。

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短
视频平台的青少年模式需要家
长主动开启，或主动在平台实
名认证是未成年人，每次打开
APP才会进入该模式。假如在
短视频平台只是观看视频、发
布短视频、购物等，一般无须实
名认证，除非是看直播、开直
播、收益提现等功能才会强制

实名认证。
对于山东省滨州市初二学

生华莲来说，许多短视频直播
平台的青少年模式对他来说形
同虚设。

“我的身份信息都是网上
买的，用它不仅能注册短视频
APP，还可以不受限制玩网游。
有时候账号无法登录了，如果
爷爷奶奶在家，我还可以‘借’
他们的手机用验证码登录。除
非真是家长一对一监管那种，
否则都可以绕过限制玩网游和
刷短视频。”华莲说。

记者在电商平台进行搜
索，有很多教授如何解绑青少
年模式、破解防沉迷系统的网
店。此外，在调查中记者发现，
一些家长并不清楚青少年模式
是什么，或是知道了也没有尝
试使用。还有些未成年人会利
用爷爷奶奶的身份信息进行注
册，以此规避未成年限制系统。

“我之前也试用过青少年
模式，但APP设置该模式后，我
看到的内容都是非常低幼化的
动画片，包括学习频道，都是小
朋友看的内容，而我已经15岁
了啊。”华莲说，在青少年模式
之下，是不是该再细化些、实现
年龄分层，并且内容更丰富些，

让未成年人能用、想看。
有测评发现，不少短视频

平台的青少年内容池并没有特
定的年龄针对性，一个幼儿动
画后紧接着就是一个高考知识
点视频，这也可能导致青少年
模式内容池缺乏实用性。

今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
规范网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
人保护的意见》中提出，优化升
级青少年模式，网站平台应在
现有青少年模式基础上，进一
步优化产品模式和内容呈现方
式，持续增加适合未成年人的
直播内容供给。

当下，一些短视频平台也
在积极作为：在适龄度上，针对
不同年龄的青少年，进行了不
同的内容推荐，用户开启青少
年模式后，可以自行设置年龄。
比如将年龄设置为6岁，会刷到
各种幼儿动画和居家安全儿歌
等教育内容；将年龄设置为9岁
后，会出现各种儿童影视，以及
黏土教程、历史文物科普等学
习内容，同时也有“遇到校园霸
凌怎么办”的实用性视频；将年
龄设置为16岁后，被推荐的视
频内容就成了篮球实用教程、
板绘技巧、美食教程等更适宜
的内容。

运运用用技技术术区区分分用用户户
强强制制开开启启网网络络监监管管

如何才能让未成年人从短
视频沉迷中抽身？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青少
年的网络保护是一种国家义务，
应当通过监管制度的创新进一
步强化国家的监管责任。例如
应当通过政策和立法，要求短视
频平台实行普遍的实名认证机
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等手段将
未成年人用户和普通用户群体
区别开来，然后对所有的未成年
人强制开启网络监管模式。”蔡
海龙说。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
靠有关部门加强监管还远远
不够。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
教授周详说，在家庭教育促进法
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的大
背景之下，学校、家庭、社会需要
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合理使用
网络和短视频、防沉迷的主体责
任。“但同时青少年模式下的各
种短视频直播APP需要给青少
年更多的人文关怀，开发更多的
适合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课程和
活动。社会组织和学校也需要
给予家长更多的帮助，指导家长
多与青少年交流，促进家庭和
谐，促进家校合作。”周详说。

针对当前青少年模式和防
沉迷系统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技术漏洞，蔡海龙建议，企业应
当积极承担起青少年保护的社
会责任，通过技术升级进一步优
化和完善防沉迷系统。

“企业应当进一步增强青少
年模式易用性，提醒家长适时开
启青少年模式。应当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未成年人以游客身份
浏览、第三方账号登录，或者采
用卸载重装、账号切换等方式逃
避监管。应当加强不同平台之
间的互联互通，从整体上来控制
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时长。
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行
为，识别疑似未成年人用户，并
自动为其切换为青少年模式。”
蔡海龙说。

“如果一个孩子自主性充分
发展，能够自律和自我约束，自
己找到感兴趣的事做，才不会沉
迷于短视频。因此从根本上来
说，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要引
导孩子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学
会合理安排时间，让网络成为有
利于自己健康成长的助手。”储
朝晖说。
据《法治日报》、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