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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青少模式冶自动过滤 功能升级强化引导

为“数字原住民”撑起一片晴空
8月 30日袁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叶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曳的通知袁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对网络游戏实施总量调控袁控制新增网络

游戏上网运营数量袁探索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袁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遥第四十二次叶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曳数据显示袁截至今年

6月袁中国网民规模超 8亿人袁其中 21.8%的上网者年龄在 20岁以下袁不足 10岁的网民约有 2900万遥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调研发现袁近三成的学龄前儿童每天使用网络的时间在 30分钟以上袁而 14岁青少年每天使用网络时

间超过半小时的比例达到 60.8%遥 收看内容良莠不齐袁自身消费缺乏理性袁网络暴力难以应对噎噎被称为新一代野数字原住民冶的未成年人在通过网络开

阔视野尧愉悦身心的同时袁也面临不少安全隐患袁甚至误入歧途尧身心受损遥 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袁营造适合未成年人的清朗网络空间袁迫在眉睫遥

山东 13 岁男孩玩游戏打赏主播袁 花掉母
亲两万元积蓄曰 陕西 10 岁孩子偷用父亲支付
宝袁4 天内给游戏充值近 2 万元袁 最高一次达
4988 元曰 四川 10 岁男孩破解母亲朋友手机支
付密码袁一晚上打赏主播 3 万元曰河南两名小
学生玩手机内置游戏袁刷走母亲信用卡数万元
噎噎

叶中国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与保护研究报
告渊2017冤曳显示袁七成青少年有过游戏付费行
为袁约 2/3 的青少年通过网络支付工具给网络
游戏付费遥

有关专家指出袁未成年人的金钱观尧消费
观还没有完全形成袁对支付行为缺乏概念曰 特
别是在很多游戏尧直播平台上袁用来充值尧打赏
的是游戏币尧虚拟币袁更让一些未成年人产生
野花的钱不是钱冶的错觉遥 最近袁重庆一位女孩
给主播刷礼物袁前后花了 7 万多元袁等到家长
询问时袁才知道她以为自己花的不是野真钱冶遥

针对未成年人的不理性消费行为袁 多家平
台推出相应政策遥2017年袁腾讯宣布未成年玩家
在网络游戏中的充值可直接退款遥 今年 7月袁腾
讯升级野未成年人游戏消费提醒冶服务袁触发提
醒标准由原来的单日充值 500 元调整为 30 日
内累计充值 300元遥 据统计袁腾讯主动发出的每
4次提醒中袁就有 1次成功帮助家长发现了未成
年人消费曰而在有效获得提醒的用户中袁有 76%
未成年人账号消费金额得到控制遥

记者调查发现袁现实中袁仍然存在一部分
家长遭遇野退款难冶遥 有的平台以充值服务协议
中已经提醒未成年人充值必须得到监护人同
意为由袁拒绝退款曰有的平台要求家长提供证
据袁证明消费行为由未成年人完成遥 平台方面
也反映袁 在针对未成年人的退款政策发布后袁
出现了一些野骗退款冶行为遥

野对于未成年人发生的支付行为袁如果支
付金额过高袁超出未成年人的行为能力袁家长
可以依法追回遥 同时袁安全上网也是家长的责
任遥 如果家长和孩子合用手机尧账号尧密码袁那
么未成年人发生大额支付行为袁说明家长的监
护义务没有到位遥 冶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副
部长王四新说遥

支付行为缺乏理性

消费提醒精准点穴

今年年初袁有网友发现国内视频平台存在大量
野儿童邪典片冶袁 即对儿童喜爱的卡通形象二次加
工袁在卡通片尧儿童剧尧木偶剧中加入大量血腥尧暴
力尧恐怖尧色情内容遥 今年一季度袁北京市文化执法
部门共清理野儿童邪典片冶非法链接 210 万余条遥

野色情与暴力的内容对未成年人最具危险性袁
因为会引发尝试冲动袁 进而扭曲人生观与价值观袁
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诱因遥 因此袁对误导儿童
的邪典视频类节目应及时禁播并查处遥 冶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说遥

除了色情尧暴力等非法内容外袁危险动作尧整蛊
恶搞尧吸烟喝酒等不良内容袁也极易造成未成年人
模仿袁 有碍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遥 记者调查发现袁
某直播平台上袁就充斥着不少未成年人模仿成年人
结拜尧化妆尧炫富等内容遥

叶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报告曳的
数据显示袁超九成未成年人在上网时遇到过不良信
息的侵害遥 专家认为袁 比例如此高的一大原因袁是
部分网络平台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的审核尧 过滤机
制遥

目前袁不少网络平台对症下药袁开始对内容加
强筛选遥 如短视频平台抖音上线青少年模式袁启动
后推荐首页将自动过滤可能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
的内容遥 而随着功能升级袁抖音还将在内容过滤的
基础上袁精选一批教育类尧知识类内容呈现在推荐
首页遥

除及时审核并下架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的内
容外袁 不少机构也通过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袁制
作发布优质内容袁让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传播正能量
的阵地遥 今年暑假袁 多地公安机关以短视频的形
式袁 向未成年人宣讲防溺水尧 防诈骗等安全知识曰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抖音上发布叶青少年移动互
联网词典曳袁 教导未成年人上网时注意保护隐私尧
正确应对不良信息等袁均收获大量好评遥

野互联网可以成为未成年人了解世界的窗口袁
但有一定条件遥 未成年人要在学校尧家长引导下选
择有利于学习成长的内容袁学会甄别不健康内容并
主动反馈遥 学校尧家长要加强沟通袁创造关爱环境遥
社会要建立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袁共同保护未成年
人网络权益遥 冶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
安说遥

色情暴力易被模仿

内容过滤对症下药

近日袁有媒体报道袁某初二女生每天花大量时
间在某平台发布野字体特效制作冶短视频袁通过收
取野徒弟冶和卖字体获得满足感袁产生了厌学心理
和社交障碍袁 目前正在接受心理治疗遥 这一案例袁
再次引发了社会对未成年人过度沉迷网络空间的
担忧遥

除了短视频袁未成年人对网络游戏的沉迷同样
不容忽视遥 近年来袁因为老师尧家长对玩游戏时长
的管制袁导致未成年人离家出走等情况发生的新闻
屡见不鲜遥

防止未成年人过度沉迷袁网络平台有着义不容
辞的责任遥 去年袁腾讯先后上线成长守护平台和健
康防沉迷系统袁对未成年人游戏在线时长和时段给
予具体规定遥 最新数据显示袁目前某手游未成年用
户单日在线时长与去年高点相比下降约 55%遥 此
外袁腾讯推出的野疑似小号查询冶功能袁让家长可通
过相关设置查验孩子是否存在利用其它账号进行
游戏的可能遥

除了平台责任之外袁来自学校和家长的正确引
导同样关键遥 专家指出袁强制性戒断袁可能会引起
反效果遥 面对孩子成瘾的事实袁监护人要学会情绪
平和地沟通袁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野一刀切冶曰同时要
及时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袁让未成年人慢慢脱离成
瘾状态遥

网络暴力袁也是损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一颗
毒瘤遥 今年 5 月底发布的叶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
及网络安全情况调研报告曳显示袁高达 71.11%的青
少年都曾遇到过网络欺凌袁 内容大多是嘲笑尧辱
骂尧恶意动态图尧恐吓等袁出现的场景包括社交软
件尧网络社区尧短视频和新闻评论区域等遥

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渊送审稿冤曳第二十一
条规定袁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尧图
片 尧音视频等形式威胁 尧侮辱 尧攻击 尧伤害未成年
人遥

王四新认为袁网络暴力远远超出了未成年人的
应对能力遥 当监护人尧学校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发现
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欺凌侵害时袁应当采取心理疏导
等措施及时救助袁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或其他有关部
门举报遥 此外袁互联网平台也应严格审核袁及时屏
蔽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利的内容与留言遥

渊董丝雨 许晴冤

心理健康频受侵害

多方携手消除毒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