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 一则 《9岁女孩去派出所自首： 拿手机充钱玩游戏，
爸爸让我来进 “监狱”》 的新闻， 让大家哭笑不得。 据女孩称，
说她偷拿了爸爸的手机充钱玩游戏， 爸爸让她来 “进监狱”， 她
哭着到派出所来 “自首”。

虽然大家对文中家长的教育方式看法不一， 但此类现象却道
出了许多家长的共同心声。 近日，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联
合消费者网发布的 《疫情期间网课、 网游、 打赏舆情数据分析》
报告统计显示： 疫情期间， 不少孩子前台上着网课， 后台运行着
游戏， “人在网课， 心在网游” 以及由于私自充值、 巨额打赏
引起的退款纠纷非常普遍。

那么， 面对自我约束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 日常生活学习又
离不开网络电子设备， 该如何来改变这种状况？ 现实生活中， 又
存在哪些亟待关注的情况？ 通过此次舆情分析， 有关人士也提
出， 解决未成年人权益受损问题， 要从根源上解决未成年人沉迷
网游和盲目打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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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网游盲目打赏问题频出

设置未成年人网游“防火墙”亟待建章立制
□本报记者 博雅/文 邰怡明/绘图

“这孩子一会儿没看住， 就
去 玩 游 戏 了 ， 这 可 怎 么 办 ？ ”
“上网课的老师总是换， 对孩子
影响太大， 孩子每天沉迷游戏，
上学期成绩下降了不少。” “才8
岁的孩子， 竟然学会打赏了， 还
悄悄用我的手机买了不少玩具。”
……受疫情影响， 年初以来各种
线下教育培训和学校课程都转到
网上， 由此引发的各种网课纠纷
问题也明显增多 。 统计数据显
示 ， 2020年1月1日至5月26日 ，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共监
测到有关网课、 网游和网络打赏
等舆情信息 2072233条 。 其中 ，
在网课方面， 除了以往的虚假宣
传、 教育质量不达标、 上课效果
不满意等问题， 受疫情影响还增
加了变更上课形式、 变更上课时
间， 甚至变更上课老师等问题。

“与校外培训相比， 学校课
程的负面舆情相对较少。” 北京
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有关人士
介绍： “总的来说， 疫情期间的
网课问题仍然主要集中在校外培
训方面。 规范校外培训问题， 关
键还是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明
确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 真
正把对校外培训问题的监督管理
落到实处， 让教育培训行业既能
在审慎包容的政策环境中快速成

长， 又能在诚信守法的经营轨道
上规范发展。”

在网游方面， 从舆情监测数
据看， 网络游戏的主要问题同样
是退费纠纷， 占到整个网游负面
舆 情 的 近 四 成 ， 其 次 是 沉 迷
游戏、 封号扣费、 诱导充值和诈
骗陷阱等问题。 其中， 未成年人
网游纠纷问题主要集中在沉迷游
戏和诱导充值方面。 舆情显示，
网络打赏的问题主要是诱导打
赏， 超过了网络打赏负面舆情总
量的一半。 其次是冲动打赏、 内
容低俗、 诈骗陷阱、 退费纠纷等
问题。

“实践中， 大多直播软件都
设置了打赏功能， 用户可通过绑
定微信或支付宝等方式购买平台
提供的礼物， 送给正在直播的主
播。 有的直播平台甚至需要用户
购买虚拟货币， 才能观看直播。
不 少 网 友 为 自 己 喜 欢 的 主 播
一 掷 千金……” 采访中 ， 许多
家长对此充满焦虑地表示， 但目
前有关网络直播的监管， 主要停
留在对直播内容的审核和治理方
面， 如查处网络直播过程中出现
价值导向错误 、 封建迷信等内
容， 而在未成年人冲动或非理性
打赏方面， 仍然缺乏有效引导和
规范应对。

现 状

孩子人在网课心在网游，打赏诱导无处不在

分 析

孩子不能“脱管”，网络也要加强监管
“一天了， 竟然连一个字都

没写？ 这孩子真是快气死我了，
你是不是想让我在这就揍你 ？”
陈女士是一名护士， 儿子今年刚
上小学， 因为每天工作很忙， 常
常顾不上照看孩子的学习， 周末
加班孩子没人照顾， 就带到办公
室让他自己写作业， 可当她忙完
一看， 孩子一直在玩游戏， 作业
本空空。 她说， 这网络游戏真是
把孩子害的不浅？

相比之下， 张女士则是把业
余时间都用在照顾9岁儿子的学
习上了， 每天盯着孩子写作业。
“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张
女士说： “即使自己看着孩子，
有时他还会被自动蹦出来的游戏
分神， 或者偷玩一下， 有时候还
会趁自己不注意偷偷打赏个三元
五元的， 不看着哪行啊！”

采访中， 不少家长提起网课
网游的问题， 都是不吐不快， 纷

纷表示网络游戏容易对未成年人
带来多种负面影响， 甚至造成巨
大的身心伤害。 “不是也常常有
新闻说， 网瘾患者轻则焦虑、 自
闭、 烦躁和自虐化， 重则有暴力
倾 向 。 ” 市 民 陈 先 生 感 慨 说 ：
“面对网络游戏的诱惑， 成人尚
且难以自控， 对心智尚未发育成
熟的未成年人来说， 如果不能进
行及时的干预， 其后果比想象中
更为严重。”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
显示， 截至2020年3月， 直播用
户规模达5.60亿 ， 即我国40%的
人 、 62%的网民都是直播用户 。
除了以往的演唱会直播、 真人秀
场直播、 游戏直播、 体育直播，
目前各种学习、 消费、 泛娱乐等
日常生活场景直播越来越多。

那么 ， 孩子为什么酷爱网
游， 怎么引导和培养孩子养成理
智而健康的娱乐习惯， 远离 “网
游” 诱惑？ 采访中， 不少家长也

纷纷 “献计献策”。
“孩子就要对其有约束的，

不能让孩子‘脱管’！ ”李女士说，
她的办法就是要有计划地看着。
李女士7岁的女儿，今年上小学二
年级了， 偶尔也会玩游戏， 但如
果让孩子写作业又无人看守时，
她就会让孩子用自己的工作电
脑， 因为有密码等限制， 孩子无
法在这部电脑上下载游戏。 平时
让她用自己的手机， 但里面下载
的游戏也都是她审核过的。

从事心里教育工作的马先生
则认为 ， 这与家庭教育密切相
关。 在他看来， 打赏本质上是一
种情感消费， 网瘾只是表象， 亲
子关系质量低 ， 才是问题的核
心。 所以， 做父母一定要学会如
何与孩子沟通， 更不能在情感上
忽视孩子， 如果孩子有情感交流
的需要， 却得不到父母的回应，
再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 很容易
从网络上去寻找刺激。

“网络平台不能靠涉世未深
的孩子们来刷流量， 这种现象一
定要管管。” 在谈到如何让孩子
远离网游的问题时， 采访中， 不
少家长也对当前有关网络监管、
审核不够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记
者看到，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
究院发布的舆情数据分析， 也显
示着同样的结果： 目前有关网络
直播的监管， 主要停留在对直播
内容的审核和治理方面， 如查处
网络直播过程中出现价值导向错
误、 低俗淫秽色情、 封建迷信等
内容， 而在未成年人冲动或非理
性打赏方面， 仍然缺乏有效引导
和规范应对。 有的直播平台虽然
在 “充值协议” 中规定， 年满18
周岁或已年满16周岁、 且依靠自
己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用户才能打赏 ， 但在实际操作
中， 用户只要绑定了移动支付方
式就可以充值打赏， 根本不需要
用实名认证和身份核实。

建 议

应该设置“防火墙”，未经身份审核不能打赏
结合此次舆情分析， 我们了

解到， 由于部分网游企业缺乏法
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甚至诱导未
成 年 人 充 值 网 络 游 戏 或 参 与
直 播 打赏 ， 给未成年人的身心
健康、 习惯养成以及学业发展都
带来了危害。 那么， 我们究竟该
怎样做？ 对不法网游商家怎样来
制止？

“不可否认， 网游在给未成
年人身体健康、 习惯养成以及学
业造成危害的同时， 也会带来思
维启发和快乐体验。 所以， 我们
要做的并不是要 ‘一刀切’ 的关
闭所有游戏企业， 而是要规范和
督促网游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 诚信守法经营， 主动采取游
戏分级、 实名认证等有效措施，
限制未成年人充值额度和登录时
长， 尤其是不要打着免费教育的
幌子推广网络游戏， 同时尽量简
化退费流程， 依法维护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 中国法学会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陈 音 江 表 示 ， 如 果 说 成 年 人
遇 到 的网游问题 ， 可以通过依
法维权来解决， 那么未成年人网
游问题确实更应该引起社会的足
够重视。

在陈音江看来， 未成年人的
自我约束能力较弱， 无论是学校
的课程作业， 还是校外的教育培
训辅导班， 一般都会使用到网络
电子设备， 再加上部分网游企业
只顾追求经济利益， 忽略自身社
会责任， 有的甚至故意诱导未成
年人反复充值， 给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游戏留下了隐患。

而针对一些网络游戏企业和
直播平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
流于形式， 甚至为未成年人沉迷
游戏和网络大开方便之门， 却对
由此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明确不
承担责任的行为。 前不久， 江苏
省消保委提出了加快推进 “注册
实名认证+支付前人脸识别” 双
认证系统的建议。 如： 任何注册

用户进行游戏充值或支付消费环
节前， 由系统弹出人脸识别界面
进行用户比对和认证， 只有注册
用户信息和人脸识别相匹配时，
方可进入游戏充值或支付消费程
序， 否则不予通过。

“建议从根源上堵住未成年
人 沉 迷 游 戏 和 非 理 性 打 赏 的
漏洞。” 记者了解到， 最高人民
法 院 近 日 发 布 的 指 导 意 见 规
定 ，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
其 监 护 人 同 意 ， 参 与 网 游 或
直 播 打赏支出与其年龄 、 智力
不相适应的款项， 监护人请求返
款项应予支持。 法律人士认为，
这对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已
经 迈 出 了 积 极 一 步 ， 但 从 长
远 来 看 ， 还是要努力提升网课
效率， 并在网课与网游之间设置
“防火墙”， 通过严格审核用户身
份、 限制未成年人充值打赏以及
控制登录时长等手段， 从根源上
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游和盲目打
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