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研究发现， 有心里话藏在心
里对谁也不说、 没有交流对象的中小
学生， 接触短视频的比例更高。 这可
能是因为他们通过短视频获得交流的
满足感。 有心里话藏在心里谁也不说
的中小学生接触短视频的比例为70.
0%， 有心里话跟同龄朋友说的中小学
生接触短视频比例为69.8%。 而心里话
经常跟爸爸、 妈妈、 老师、 祖辈说的
中小学生， 接触短视频的比例要比前
两者低得多。

有心里话藏起来谁也不说的学
生， 经常使用短视频的比例为14.0%，

比例更高。 对每天使用短视频时长的
分析发现， 有心里话经常和爸爸妈妈
说的中小学生， 每天使用短视频时间
在1小时以下的比例均超过八成。 有心
里话藏在心里不说的学生， 每天使用1
小时以上的比例最高。

调查同时发现， 感到孤独、 心理
上有压力、 对未来迷惘的中小学生接
触短视频的比例更高。

将中小学生的一些心理感受与是
否使用短视频进行交叉分析发现，感到
孤独、心理上有压力、迷惘的学生，经常
使用短视频的比例更高。 这或许是因

为他们通过使用短视频来缓解心理压
力。 经常感到孤独的、感到心理上有压
力的、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学生，用过短
视频的比例更高。 其中，经常有孤独感
的学生用过短视频的比例，比没有孤独
感的学生高出15.6%， 经常在心理上感
到有压力的学生，比没有感到心理压力
的学生，比例同样高出15.6%。

同时， 孤独感强烈、 心理上有压
力、 对未来迷茫的学生每天使用短视
频时间更长， 较少有孤独感、 心理压
力小、 对未来不迷茫的学生每天使用
短视频的时间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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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小学生的家庭教育情况与
是否用过短视频 ， 进行交叉分析发
现， 经常感到大人不尊重自己的学
生用过短视频的比例为75.3%， 经常
感到不自由的学生用过短视频的比例
为73.5%。 同样 ， 经常感到家长唠叨
让人心 烦 的 学 生 、 家人经常坐在一
起各自上网不交流的学生， 使用短视
频的比例均很高。

要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媒介使用
习惯 ， 光对未成年人说教是不行的 ，
需要成年人起到带头作用， 甚至为了
未成年人改变成人的世界。 对一些相
关因素的交叉分析发现， 家长与孩子
沟通多 、 亲子关系较好 、 心理压力

小、 人际关系和谐、 家庭教养方式民
主的中小学生 ， 使用短视频的频率 、
时长更科学合理。 因此， 成年人要多
和孩子沟通， 要努力构建平等和谐的
代际关系， 尊重未成年人的成长特点，
服务未成年人的成长需求。 数字化社
会， 成年人要给未成年人做好数字化
的榜样， 尤其要在数字时代生活方式
上给未成年人做榜样。 成年人理智的
态度、 以身作则的行为、 善于自我管
理的生活方式， 都是引导孩子过好数
字生活的灯塔。

要提升家长的媒介素养， 就要多
给家长一些具体的、 实际的帮助， 使
家长更加了解新型网络文化产品的特

点、 了解新时代家庭教育的方法、 了
解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 了解未成年
人保护的法规等。 同时， 学校也应减
轻学习压力， 给学生更多的鼓励和认
可， 接纳每个学生不同的特点。 学校
还要与家庭密切合作， 提升家长的教
育能力， 促进家长与孩子的沟通与交
流。 也要采取一些帮扶措施， 鼓励各
类互联网企业大胆实践与创新， 设计
适合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使用的平台与
工具， 既有利于教师和家长等成年人
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监督与引导， 也
有利于未成年人进行自我管理， 共同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与安全地使用短
视频。 摘自 《中国青年报》

“书店+文创”
城市书房觅书香

近年来，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不断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书店+咖
啡”“书店+文创”等方式，打造多处城
市书房，为读者提供优质的公共阅读空
间。目前，西宁市城西区已建成8处免费
开放的“五峰书院”城市书房，总藏书超
过18万册，电子图书超过23万册。 图为
一名小朋友在“五峰书院”内自习。

■看天下

走进“村史馆”
感受家乡发展变迁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山中
心小学组织学生们走进前东葛村“村史
馆”， 通过参观生活老物件、 农用老器
具、老式家具等，让孩子们感受家乡发
展变迁，感恩幸福生活，留住浓浓的乡
情。图为小学生在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
道前东葛村“村史馆”内参观。

河北滦南
校企合作按需教学育人才

近年来， 河北省滦南县综合职业
技术学校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机
遇， 加大校企合作力度， 与京津冀的
企业对接开设 “人才订单班”， 双方在
人才培养、 专业建设、 课程改革等多
方面合作 ， 共同培养企业实用人才 。
据介绍， 目前该校已累计与京津冀地
区的38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每年可
为企业输送汽修、 电气、 车床等专业
技能人才近千人。

新疆和田
又到红枣丰收时

进入11月，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
南缘的新疆和田地区89万亩红枣进入
大面积采摘阶段 ， 枣农忙着打枣枝 、
收红枣， 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和田地区日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
大、 年降水量少， 是我国红枣的优生
区。 近年来， 和田地区把发展以红枣
为主的特色林果业作为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的重中之重， 形成了 “公司+合
作社+农户” 的产销模式， 以点带面，
促进当地农牧民就近就地实现劳动力
转移， 助力脱贫致富。

随着移动网络和智
能终端的发展与普及 ，
短视频用户呈现出不断
攀升的趋势， 短视频的
使用往往也存在一些群
体特征， 研究这些群体
特征， 更有利于我们有
针对性地服务青少年的
成长， 保护青少年的健
康。 什么样的孩子容易
沉迷短视频？ 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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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负担比
较重、 有心里话藏在心
里、 感到孤独、 心理上
有压力、 对未来迷惘的
中小学生， 使用短视频
的频率更高、 时间更长。
人际关系是否和谐、 家
庭教育情况等也直接影
响学生对短视频的使用。

分析发现 ， 学习负担重的学生 ，
用过短视频的比例更高。 这可能是因
为很多学生通过看短视频减轻学习压
力， 使心情得到放松。 学习负担很重
和比较重的学生， 用过短视频的比例
分别为67.8%和70.1%。 而学习负担很
轻的学生用过短视频的比例为44.6%，
相差了20多个百分点。

同时 ， 感觉自己在同学中不受
欢迎、 在学校被人看不起、 与第一次

见面的人交谈困难的学生 ， 接触短
视 频 比 例 更 高 ， 同 时 使 用 短 视 频
更频繁， 每天使用短视频的时间也
更长 。 由此可见， 学生的人际关系感
受与使用短视频的频率、 时长密切相
关 ， 在人际关系中感到压力与缺乏
技能的学生， 往往使用短视频的时间
更多。

数据显示， 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
与学生使用短视频的频率也有着比较

密切的关系。 和父母、 老师、 同学关
系不好的学生 ， 使用短视频更频繁 ，
每天使用短视频的时间也过长。 与父
母、 老师、 同学关系比较好、 很好的
学生， 每天使用1小时以下的比例均更
高， 均明显高于人际关系很不好、 比
较不好的学生。 由此可以推断， 与爸
爸妈妈、 老师、 同学关系比较和谐轻
松的中小学生， 每天使用短视频的时
长大多比较适中。

经常感到大人不尊重自己的学生使用短视频比例更高

人际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影响学生短视频使用情况

有心里话对谁也不说的中小学生使用短视频的频率更高、时间更长

内心压力大的孩子
更易沉迷短视频

调查
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