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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宜爽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郑  婷

  “现在刷短视频没人管了。”

  “没看的剧有好多，我要赶紧补回来。”

  “上学时候没法玩，暑假来了，叫上哥

们儿一起联机打游戏。”

  ……

  暑假来临，许多未成年人喜欢坐在空

调房里盯着电脑，把大量时间花在网络

上，美其名曰“电子消暑”。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未成年人

在上网时，大多喜欢观看直播、打赏主播、

大量购买游戏道具，为了获得打赏、充值

的钱，他们中有的人不惜采取偷窃家长钱

财、和家长大打出手索要钱财等方式。同

时，一些网络平台、游戏公司紧盯暑假这

个时间节点，投放许多吸引未成年人观看

的广告，其中不乏宣扬暴力、色情、自杀文

化的内容，极大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

发展。

  近日，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未

成年人面对互联网上光怪陆离的世界，常

常难以分辨其中的真假善恶，家长是孩子

的第一责任人，应多关注孩子的日常情绪

和学习状态，同时增强亲子间的沟通和理

解，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和人生观，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

孩子沉迷网络世界

或为弥补现实缺失

  江西赣州的曾丽（化名）今年9月份上

高三，在高中的最后一个暑假，她想要用

最后的放纵来迎接即将到来的高三生活。

于是，玩游戏、刷视频成了她每天生活的

主要内容。

  福建厦门的林华（化名）今年15岁，刚

刚初中毕业。在暑期的闲暇时间，他除了

玩游戏，就是观看与这些游戏相关的短

视频或直播，每天从起床到睡觉，除去吃

饭时间，“游戏”二字占据了他的全部

生活。

  同样，安徽芜湖的小宋也把家里人愁

坏了。今年即将上初中的她迷上了短视频

和网剧，正值暑假，小宋抱着平板电脑一

看就是一整天。父母因为工作原因没办法

时刻盯着小宋，下班回到家，要么看到小

宋的脸被电子屏幕映得发亮，要么看到她

躺在平板电脑旁沉沉睡去，而平板上的短

视频还在循环播放。

  “平时叫她吃饭都麻烦，要走到她身

边把平板电脑关掉才行，不然喊都喊不

动。”小宋的姐姐无奈地说，妹妹和家里人

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她更愿意和网友分

享视频。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未

成年人开始沉迷网络，在受访对象中，一

部分未成年人说，家长平时对电子设备的

管理过于严格，但越是严格的管理越激起

孩子的好奇心，一旦突破密码、账号等“枷

锁”，玩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广东某小学的王老师向记者反映，有

父母陪伴的孩子一般只在周末使用电子

产品，然而单亲家庭的孩子，由于父母疏

于管教或无法管教，使用手机的情况比较

多。在家长与老师的沟通中，家长虽然常

常向老师抱怨孩子沉迷电子产品，“一收

手机就闹”，却也总说自己“管不了”。

  家长也曾尝试过设密码来控制孩子

玩手机，而对于有些家庭来说收效甚微。

孩子能够轻易破解手机密码，对于青少年

模式，许多家长也并不清楚其功能以及如

何设置。

  单亲家庭的未成年人手机沉迷的状

况更为严重，王老师班级50名学生中，有11

名单亲家庭的孩子。章章（化名）对母亲总

是充满敌意，一闹矛盾就不来上学，母子

关系最差时一个月上不了5天学，经常一

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抱着手机过

日子。

  有些家长向记者反馈，孩子沉迷网络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长疏于陪伴。家在河

北廊坊的李兰（化名）由于工作繁忙，平时

没什么时间照顾正在上小学的孩子。暑假

来临，李兰发现自己很难和孩子互动，想

花时间陪陪孩子，却变成两人对坐，“大眼

瞪小眼”。

  “我实在想不出来孩子喜欢什么，只

好给她手机，让她自己挑喜欢看的动画

片。”李兰自从将手机交给孩子后，孩子哭

闹少了，自己也不用费尽心思去陪伴孩

子，把孩子托付给“电子保姆”就万事

大吉。

  为何未成年人会如此沉迷网络？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

授张昕说，从外因角度来说，短视频、游戏

的成瘾性含有心理学因素，它能提供给未

成年人及时的反馈，吸引未成年人注意

力；从内因角度来说，未成年人群体本身

处于前额叶发展不够完善阶段，具体表现

在未成年人的意志控制功能不够完善，缺

乏自控力。

  “未成年人网络成瘾还与其心理有

关，网络游戏、网络平台满足了未成年人

自尊心、归属感、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心理

需求。同时，可能也弥补了未成年人在现

实生活中的某项缺失。”张昕说。

不良内容潜移默化

影响未成年人三观

  未成年人整日泡在网上，有些网络游

戏、平台中含有的暴力、色情、血腥等不良

内容深深印在他们脑海里，行为也潜移默

化地受到影响。

  17岁的小尹是家里的独生子，备受家

长溺爱。其沉迷打打杀杀类的游戏中，认

为打游戏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还把这种

“酷”带入现实生活中。

  一次有客人来家中做客，父母与客人

聊得正欢，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小尹摔

门而出，对着母亲直呼其名喊道：“没钱

了，往我卡里充点！”父亲当着客人的面拒

绝了，1.7米高的男孩抡起板凳砸向只有

1.55米高的爸爸，在妈妈试图劝阻时，他掐

着妈妈的脖子进行威胁。

  青春期的孩子还处于性意识萌芽时

期，短视频中潜藏的软色情会对未成年人

产生错误的性引导。小尹在刷短视频的过

程中浏览到暗含色情、性暗示相关内容，

出于好奇自行搜索，并将视频分享给周边

同学。

  因为15岁的儿子沉迷网络，家住广东

佛山的郭落（化名）不得不将其送去特殊

封闭学校进行学习。

  2022年寒假时，孩子为了玩游戏，整个

假期都未曾走出房门。开学后，郭落将孩

子的手机没收，然而开学第一周，老师便

告诉他，孩子上课一直在睡觉。原来是孩

子偷偷翻出家中被淘汰的旧手机，连上家

中的无线网络，半夜在房间通宵打游戏。

于是，郭落开始了与儿子斗智斗勇的过

程，最终他在汽车备用轮胎的夹层里，找

到了儿子藏的多部旧手机。

  然而，父亲的行为却激起了儿子的

叛逆心理，孩子不再愿意前往学校，父母

不得不为孩子办理了3周休学。在这期

间，父母与孩子在心理咨询师的协助下

终于达成一致：孩子认真上学，父母允许

儿子每天放学使用手机，睡前需将手机

上交。

  暑假到来后，儿子又开始昼夜不分地

玩手机，为了防止父母说教，他将父母锁

在家门外，父母不得不在外面住了一周，

直到他零用钱用完了才再次联系父母。

  郭落为了管教孩子，将家中的无线网

络切断，网线没收。

  郭落说：“儿子为了能够在游戏中拥

有更高的等级、更加炫酷的装备，在父母

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压岁钱充值了七八万

元；为了能够成为游戏主播，儿子偷偷使

用舅舅的身份证注册账号。”

  对此，北京法政安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林丽认为，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不惜对父母

实施暴力行为，是一种严重的家暴，需要

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处理。这种行为不仅会

导致家庭关系的恶化，还可能对未成年人

的人格和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

  林丽建议，父母可以向相关部门求

助，寻求法律支持和帮助。除了法律手

段，家长还应该注意自己对孩子的引导

和教育，防止孩子沉迷游戏。家长可以制

定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计划，引导孩子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培

养其正确的消费观念，帮助其发展健康

的兴趣爱好和社交能力，提高自我管理

的能力。家长还应该在平时的生活中多

关心孩子，增强亲子间的沟通和理解，建

立起良好的家庭关系。

关心陪伴放在首位

防沉迷机制应推广

  网络严重成瘾的危害还不止于此。

  广东人王清（化名）的父母有4个孩

子，她是老四。因为家庭富裕，孩子们很小

就拥有自己的手机。然而，王清在上初一

时，母亲由于怀疑女儿谈恋爱，在偷看女

儿的手机时发现，其手机中有关于自残、

轻生等的视频。

  发现母亲偷看后，王清深感愤懑，在

视频与评论的引导下，她主动在网上搜索

抑郁、自杀等敏感词，在评论区下提问：

“如何报复父母”“如何令父母难受”。网友

们在视频的评论区里起哄、怂恿、点赞，还

有陌生的网友通过私信邀请王清加入了

“苦难女孩聚集地”（自杀群）。

  母亲在王清的手机里发现了自杀群

后，没收了她的手机。于是，为逼迫母亲将

手机还给她，王清拿小刀在手臂上狠狠地

割，留下一道道疤痕。在夜深人静时，她还

偷偷服用安眠药。

  母亲想让王清安心读书，为了与母亲

唱反调，王清偷偷在手臂上写下“安静”

“不要说话”等内容（抑郁可能出现的症

状），不断地提醒自己装抑郁不能露馅。最

终，王清的偏执使得父母一步步地妥协，

不得不为王清办理了休学。

  未成年人面对互联网上光怪陆离的

世界，常常难以分辨其中的真假善恶，是

非好坏。面对上述状况，王老师表示作为

老师，她也常常感到有心无力。家长的溺

爱、纵容，社会舆论的偏激与冲动，都使得

老师们“不敢管”。同时，网络上一个个真

假难辨的案例也让老师们非常担忧。

  对此，张昕认为，家长应该严格监管

未成年人的行为，限制其上网时间和游戏

时间，并对孩子网络浏览内容加以管控，

传输正确的价值观，尽量为孩子使用的软

件开通青少年模式，并时刻关注孩子上网

动向。短视频平台青少年模式里有不少优

质内容，如果孩子想看视频，家长尽可能

监督孩子在青少年模式下浏览。

  林丽建议，防沉迷机制的推广可以通

过政策引导、企业联合等途径实现。政府

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网络平

台、游戏公司等相关企业加强防沉迷机制

的建设和推广；相关企业可以建立联合防

沉迷机制，共同制定和推广防沉迷策略，

加强行业自律。

  在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互联

网法律事务部主任谢连杰看来，未成年人

出现极端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未成年人

正处于叛逆期，子女的需求没有得到满

足，家长和孩子之间缺少沟通。在这种情

况下，家长要冷静地处理，不能与子女针

锋相对。事后要主动找孩子谈心，表明父

母不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让孩子认识

到自身的错误。必要时，可以求助学校老

师的协助，共同教育孩子。

  “防止孩子沉迷网络，父母就应该主

动陪伴孩子，和他们交朋友。”谢连杰说，

在教育子女的同时，父母也要反省自己，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应该摆正

心态，去和孩子循循善诱，告诉他网络世

界的好与不好，以平等的姿态去交流。

  “家长应形成责任观念，暑期多关注

孩子日常情绪和学习状态，抽出时间来沟

通，陪伴和关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是不可

或缺的。技术并没有好坏，游戏短视频也

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如果

能够合理使用，说不定会在不经意间给我

们带来惊喜。”张昕说。

  “家长还应该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引导其远离不

良行为。”张昕说，相关部门也要经常提

醒，加强家长的网络素养教育和防沉迷

意识，提高他们的监管能力，让他们更好

地了解孩子的网络使用情况，并作出适

当的调整。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吴攸

  暑期来临，连日高温，青少年

大多减少户外活动，躲在空调房

中消暑度夏。手机、平板、电脑又

成了孩子们的最佳伴侣，特别是

家长工作忙碌无暇照顾的孩子，

更容易沉迷网络世界。

  众所周知，未成年人对新鲜

事物具有好奇心且自我约束能力

弱。近年来，相关部门、游戏公司

等也不断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和成瘾等风险推出新的措施。在

这其中，司法部门又能为孩子们

远离网络沉迷、打造清朗网络空

间做些什么呢？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

浙江法院，探访司法机关如何从

日常普法教育和案件办理劝导入

手，构筑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防线。

家庭是防沉迷第一防线

  家庭是未成年人的第一所学

校，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第一位老

师，孩子的成长与父母的家庭教

育息息相关。因父母疏于照顾管

教，“熊孩子”惹下的麻烦可不少。

  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

起案件中，跟着外婆生活的未成

年人小远就因为“直播打赏”闯了

大祸。原来，小远在外婆不知情的

情况下，使用外婆的手机号注册

了由某科技公司运营的游戏直播

解说平台的账号，并且使用其社

交账号5日之内先后40次向某科

技公司转账，单次转账金额多为

1000元或5000元，转账总金额为10

万余元。通过转账购买平台上的

虚拟币，小远均用来打赏主播。

  后来，小远的母亲回家发现这一情况后，

便以小远的名义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要求

某科技公司返还小远充值转账的全部钱款。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认为，小远当时年

龄不足11周岁，却在5日之内向平台充值10万

余元，该充值行为明显与其年龄、智力不符。

同时小远的母亲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对小远的

转账行为不知情且拒绝追认。于是，法院认定

小远使用外婆的微信向某科技公司转账购买

虚拟币的行为无效。

  同时，小远长期脱离法定监护人监护，实

际与外婆一起生活。监护人与未成年人长期

分离，疏于对未成年人教育与保护。由于监护

人的监护疏漏，对成年人的社交账号、支付密

码等信息未予妥善保管，导致心智尚不成熟

的小远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多次向

某科技公司进行大额转账。可见，小远的监护

人在本案中未履行相应的监护职责，应当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小远作为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打赏，

采用欺骗方式使用其他成年家属的社交账

号、银行账号进行转账，客观上加大了某科技

公司识别及管理相对人真实身份信息的难

度。某科技公司作为网络游戏直播平台的运

营者，本应当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以及更加

完备的技术措施，防范未成年人擅自使用成

年人身份信息沉迷于网络游戏直播甚至向平

台大额转账充值。因此，某科技公司也存在一

定的过错。

  杭州互联网法院根据上述实际情况及双

方的过错程度，酌情认定某科技公司返还

43280元。判决后，当事人均服从法院判决未

提起上诉，判决已生效。

  承办该案的杭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第

一庭法官熊俊丽建议，家长要以身作则，用自

己对网络的态度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网络，在

共同参与的过程中扶正孩子长歪的“枝条”。

该院在案件办理中发现，青少年沉迷网络背

后，更多的是情感缺失问题，家长应当引导孩

子多参加娱乐或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培养新

的兴趣，另一方面也要多与孩子进行情感交

流，多抽时间陪伴孩子。

审判之外种下法治种子

  “在我们感到无助迷茫的时候，是您和法

律工作者伸出了援手。”这是湖州市吴兴区人

民法院收到的一封感谢信，落款是小达与其

母亲。

  曾经的小达是家庭矛盾的漩涡中心，在

父母协议离婚后逐渐沉迷手机游戏。不仅如

此，小达还将父亲每月支付的700元抚养费全

数投入游戏，更向母亲和爷爷奶奶索要零花

钱充值，但成绩却一落千丈，对长辈的劝说也

表现出厌烦情绪。

  爱子心切的母亲将责任归咎于前夫给儿

子买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父亲则认为孩

子沉迷于游戏是女方教导无方，两人多次争

吵，剑拔弩张，父亲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变更小

达的抚养权。

  要判决一桩抚养权纠纷案件并不难，可

对一名正值中考重要关头却沉迷游戏的未成

年人却不能视而不见。

  为了解小达的情况，吴兴法

院法官朱河前往小达所在学校实

地走访，得知其在学校的表现一

贯不错，可上了初二后突然像换

了一个人似的，学习不在状态，上

课经常走神，有时甚至直接趴在

课桌上睡觉，成绩也大不如前。

  “学习，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你现在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期，应该

把时间精力放到学习上努力提升

自己，迎战中考，给自己一个美好

的 未 来 ，用 成 绩 回 报 父 母 的

爱……”开庭前，朱河找到小达，从

学业的重要性、父母亲情等方面开

导小达，帮助其坚定意识克服游戏

迷恋，小达当下就向法官保证在中

考前不会再接触手机游戏。

  庭审阶段，小达明确表示更

乐意跟随母亲生活。本着更有利

于未成年人成长及尊重本人意愿

原则，法院驳回了小达父亲的诉

讼请求，并指导小达的父母通过

申诉的方式追回游戏充值金6000

余元。

  网络防沉迷如何在“防”字上

做文章？为此，浙江不少法院通过

多元化的普法教育为孩子们种下

了法治的“种子”。

  日前，永康市人民法院举办公

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大徐小学四年

级学生走进法院。通过法治课堂、

旁听庭审、模拟法庭等形式，为同

学们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

识。“每天玩多久游戏才是适度

的？”“游戏充值被骗了怎么办？”通

过现场提问互动，干警教育引导同

学们要守好法律底线和行为边界，

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公民。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温暖工作室成员

牛雪佳在《法官妈妈云课堂走进FM105》栏目

中，向听众们娓娓道来网瘾的成因、危害。她

认为防范网瘾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需

要多方形成合力。政府要加大对网吧、网站、

网络游戏制造商等的行业管理。社会要在青

少年中广泛开展网络文明教育活动，引导广

大青少年认清沉迷网络的危害，增强自我保

护能力。

网上冲浪应当保障安全

  在全国首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中，某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办理被

告人徐某某猥亵儿童（未满14周岁）刑事案件

时发现，某短视频平台在收集、存储、使用儿

童个人信息过程中，未遵循正当必要、知情同

意、目的明确、安全保障、依法利用原则，遂对

该短视频平台涉嫌侵害众多不特定儿童个人

信息权益和隐私权的行为展开调查，在履行

法定诉前程序后，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

  该短视频平台后台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底，平台14岁以下实名注册用户8万余个，

14岁至18岁实名注册用户数量60余万个。而

以头像、简介、背景、用户名、过往作品、地理

位置等基础维度模型叠加“内容”“语音”“体

态”“账号”模型测算，18岁以下未实名未成年

人注册数量约为300余万个，仅以头像、简介、

背景、用户名、过往作品、地理位置等基础维

度模型测算，18岁以下未实名未成年人注册

数量约为1000余万个。

  该案的承办法官杭州互联网法院互联网

审判第一庭庭长肖芄向记者介绍，我们在审

理案件时认定，某短视频App历史版本在收

集、存储、使用、共享、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等多

个环节中，未切实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存在危及社会众多不特定儿童个人信息权益

和隐私权的行为，不利于儿童网络保护，已对

儿童人身安全以及生活安宁造成隐患。

  比如在儿童个人信息使用、共享、披露环

节，某短视频App在未采取合理措施征得儿

童监护人有效明示同意的情况下，运用大数

据算法，向具有浏览儿童视频喜好的用户大

量推送含有儿童信息的内容，并提供下载共

享功能；推送涉及未成年人内容的算法机制

不够完善，仅依照用户兴趣喜好等算法方式，

随意、无序的推送儿童用户个人信息，未建立

一套有别于成年人的算法推送规则；缺乏向

儿童用户推送内容的独立算法，向儿童用户

推送内容的安全性、合规性和针对性存在欠

缺，未体现对儿童群体的特殊保护。

  在法院推动下，某短视频App的开发、运

营主体北京某科技公司主动对短视频App中

的儿童用户注册环节，儿童个人信息收集环

节，儿童个人信息存储、使用和共享环节及儿

童网络安全主动性保护领域等四大方面进行

整改，细化出34项整改措施，并明确整改时间。

  在法院组织下，公益诉讼起诉人与北京

某科技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案件通过调解方

式结案。目前，北京某科技公司已履行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等责任，四大项34小项整改措施

也已全部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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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男生沉迷游戏，抡起板凳砸向父亲
专家：增强亲子间的沟通引导孩子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暑假来临，让孩子过一个快乐、轻松、健康的暑假，是每个家庭的期盼，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上网冲浪、课外阅读、交友娱乐……孩子们有更多时间做自己

想做的事，丰富多彩的生活等待着他们。

  与此同时，暑假期间，孩子们长时间离开校园，一些家长又忙于工作而疏于管教，孩子更容易受到网络有害信息和周边不良环境的影响，导致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扭曲，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为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三观”，从今天起，法治经纬版开设“健康过暑假 正确树三观”专栏，刊发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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