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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容易上瘾
危害大，影响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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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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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直接就是骂人的话。

记者采访北京、天津、山东、
安徽等地多位家长了解到，由于
当下青少年从小生活在网络环境
中，学习、生活都离不开网络，很
容易接触到短视频，身边很多孩
子沉迷其中。而随着暑期来临，
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现象愈发受
到人们关注。

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危害
之大显而易见。

“你看那些‘网红’，他们没读
过什么书，也很受人喜欢，挣的钱
是大学毕业生的几十几百倍，我
现在学着他们拍视频做直播，将
来肯定要比读书强得多。”来自安
徽省宿州市的中学生陈辰说，他
的不少同学也是这么想的。

“短视频中的泛娱乐化倾向
可能会影响青少年对主流文化和
价值观念的认同，一些‘网红’主
播的言论，可能会误导青少年的
发展偏离正确的方向。”首都师范
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法律研
究院副院长蔡海龙表示。

此外，据公开报道，一些短视
频、直播平台中涉及暴力、低俗、
软色情、诱导充值打赏等问题，也
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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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
成孩子们
暑期沉迷
“新选择”

暑 假 ，是 孩 子 们 休 闲

娱乐的好时节。然而，有

一些孩子，暑假期间沉迷

于网游、短视频、卡牌等无

法自拔，家长对此忧心忡

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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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短视频
满口“网言网语”
不想学习
想当“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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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实中，想要绕过青少年模
式的办法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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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短视频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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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网的身份信息是在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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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是家长一对一
监管，否则随时可以绕过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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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也试用过青少年模式，
但App设置该模式后，我看到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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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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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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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技术区分用户
强制开启网络监管

如何才能让未成年人从短视
频沉迷中抽身？

在蔡海龙看来，当前的短视
频平台普遍采用“平台+家长”的
监管制度，将开启青少年模式和
防沉迷系统的权限完全交至家长
手中，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防沉迷
机制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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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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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工作是一以贯之的，防沉迷只
是一种技术手段，使用技术和掌
握技术的目的是促进青少年更好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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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信息化时代，要想把
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完全隔离在
没手机或者短视频的‘真空’里是
不可能的。”来自北京的家长张红
说。她认为关注点应当放在如何
去引导孩子，最重要的是看短视
频要有节制，对孩子刷短视频的
时间和内容有所把控。“家长下了
班也应该少刷短视频，有很多孩
子就是看家长刷他也刷，还有些
家长图省事甚至直接把手机丢给
孩子玩。”

来自安徽合肥的家长赵军认
为，家长应当从小带孩子参加一
定的户外、社交活动，培养他们乐
意出去玩的性格。“我空余时间就
会和孩子一起出去爬山、逛公园、
游泳等，在转移孩子注意力的同
时培养孩子更多有益身心发展的
兴趣爱好。你要真让她刷短视频
她还觉得没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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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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