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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六来了！”在某小
学的校内演出中，几个二
年级女孩在台下如此喊
道。记者了解到，“老六”
是近来比较火的网络流行
语之一，指的是“在游戏中
游离在团队之外的自由
人”或“玩得比较差的玩
家”。

“现在的小学生语言
交流体系，充斥着明显的
短视频印记。”正在台下看

节目的 7 岁女孩可可（化
名）的妈妈对记者说，“现
在的孩子之间交流时，像

‘年轻人不讲武德’‘老铁’
‘大聪明’‘栓Q’等网络用
语都是张口就来，想让孩
子说出干净、平实的语言
越来越难了。”

记者采访发现，沉迷
刷短视频的未成年人不在
少数，让很多家长头疼不
已。家长李真（化名）刚上

一年级的女儿经常看一些
搞笑视频，并且学视频里
的博主说话。“现在孩子的
注意力越来越难集中，动
不动就蹦出几句短视频里
的热词，或者唱着网上改
得乱七八糟的诗词内容，
虽然担心、焦虑，但我的确
没那么多时间陪她，只有
让她看平板，觉得很惭愧。”

可可妈坦言，即便自
己能管住孩子不看平板也

无济于事。“因为一个班级
里总有人会看这些短视
频，然后那些‘简单粗暴’
的网络语言就如病毒般传
播开。但如今连一些家长
都未必抵抗得了平台算法
的精准投喂，作为孩子又
能有什么分辨能力？我希
望孩子看到晚霞时能想到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
共长天一色’，而不是‘这
景色666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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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们注意了，看我弄
死这个老六。别跑，看我一
刀攮死你。”听着 iPad里传出
的声音，老崔蹙起了眉，再瞥
见孩子的笑容，更气不打一
处来：“赶紧的，别看了啊，最
后三分钟！”

老崔的孩子正上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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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同一个视频反复看。”

从内容来说，起初孩子
爱看的视频，多是游戏攻略
或动画片段，但渐渐开始“走
偏”，喜欢上了内容无聊、表
演夸张的短视频。即便是游
戏、动画中的画面，也常由视
频制作者重新配音，掺杂了
许多低俗内容。

例如某吃播类主播，虽
然选择的食品都是常见零
食，但视频使用绿色怪异的
滤镜，主播表情也非常夸张，
吃上两口就要挤眉弄眼、作

呕吐状，引得孩子哈哈大
笑。游戏类视频则以录屏为
主，视频制作者往往会加入
大量夸张的“react（反应）”，
遇到敌人便大喊大叫，打败
敌人就疯狂嘲讽，脏话更是
很多主播的“招牌”。此类视
频火爆后，还会有网友将视
频中的“名梗”再次剪辑，进
行二次创作，形成内容更加
单一、重复的“高能视频”。

类似的视频，恰恰迎合
了孩子的猎奇心理。“这么大
的男孩，最喜欢这些‘屎尿
屁’的梗，看得那叫一个开
心，还非拉着我一起看。”老
崔坦言，自己并不希望孩子
与网络隔离，许多网络热梗
也是孩子的社交话题，但视
频内容毫无营养，又令他如
坐针毡。

对存在污言秽语的视
频，老崔也曾试图利用平台
中的投诉功能进行举报。但
实际操作中，他发现投诉步
骤非常繁琐，也不一定有
用。“需要提交很多证据，截
图录屏鼓捣半天，过一个月
再看，视频还更火了。”

更让家长们忧心的，还
有某些传达“价值观”的视
频。

“作业纸张很锋利，容易
划伤人；写多了作业容易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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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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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说辞，几乎都来自短视频，
更有许多短视频渲染学习任
务对于孩子的压力。

小张坦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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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讲得有道理。”

不仅是学习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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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部分视频标注了“仅供
娱乐”等字样，但对孩子而
言，很难理解“玩梗”与真实
的区别。

在家长李女士看来，
孩子沉迷于短视频，与家
庭关系紧张、缺乏陪伴脱
不开干系。令她印象深刻
的是，不久前五岁女儿生
病，她陪着在医院输液。
隔壁位置来了个小学一年
级的孩子，输液期间两三
个小时，一直在刷短视
频。“除了外放声音打扰别
人，这眼睛也受不了啊！
周边家长都在担忧，孩子
父亲却不闻不问。”

“未成年人沉迷短视
频的主要原因是，在现实
生活中某些需求没有得到
满足，比如在家庭和同伴
关系中没有感受到支持或
者温暖等，而刷短视频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空
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广州市黄埔区心灵家

园理事长孙鸿松表示，父
母多关心孩子日常的网络
使用情况，而不是让青少
年独立面对或暂时与家庭
隔离开来，更有利于解决
青少年沉迷网络短视频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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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中学生、学习负担重、亲子
关系不好的未成年人，使
用短视频比例更高。”

值得关注的是，报告
围绕亲子关系与短视频
使用进行调查，发现与父
母关系很不好、不太好的
未成年人，相比亲子关系
很好的未成年人，使用短

视 频 的 比 例 分 别 高 出
22%和 25%；家庭陪伴多
的未成年人，经常使用短
视频以及长时间使用短
视频的比例，都相对较
低。

“短视频包括游戏，
成 了 孩 子 的‘ 电 子 父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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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真是硬抢才抢回去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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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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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岳先
生认为，刷短视频只是孩
子可能受到的各种诱惑之
一，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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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他正为女儿讲解音标，
为启发孩子兴趣，先用短

视频引入，再落到书面去
掌握。“归根结底，希望让
孩子感知到这是一种‘工
具’，要为自己所用，而不
能被它奴役。”

在《未成年人短视频
使用与学习研究报告》中，
孙宏艳建议，不要“谈网色
变”，应给未成年人实践和
参与的机会，培养他们在
数字世界生存的韧性和能
力。这显然对家长提出更

高要求。事实上，正如报
告所显示亲子关系的重要
性，除了刷短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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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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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手机问题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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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稍有偏颇，特别
是兴趣和愿望的偏颇，也没
有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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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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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孩子沉迷短
视频”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共同关注的
话题。在当下“全民触网”的时代，儿童与
短视频很难完全切断。相关学者建议，
家长应科学引导孩子将短视频作为生

活学习的辅助，尽量避免其对深
度思考能力产生影响。

猎奇 内容夸张没营养

担忧 以偏概全受误导

网络热词张口就来
短视频“侵袭”孩子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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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和孩子商议制定上网规则

发现 替代陪伴易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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