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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朋友圈、直播平台、贴吧……如今的孩子玩起社交媒体来非
常顺溜，他们乐于在网上分享观点、结交朋友，但有时候也会遭遇意想
不到的风险。 父母要担起保护儿童网络安全的责任，如何帮助孩子用
正确开放的心态面对网络世界，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 听听专家和家
长们的建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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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女士 全职妈妈 女儿14岁 要规避网络风险，亲子交流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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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女士 事业单位职员 女儿15岁 经过恳谈，女儿理解了我们的苦心

做好孩子网络安全防护“堵不如疏”

石女士 文化公司职员 儿子15岁 跟孩子成为“朋友圈” 好友，在互动中引导孩子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雷雳

新一代的孩子生下来几乎就处于
网络环境中， 他们在使用网络时可能
会连带出一些安全问题， 要根据使用
情况的不同进行区分。

家长应该分清楚孩子上网到底在
干些什么 ， 如果简单地不让孩子用 ，
但是孩子的心思并不在学习上， 也不
会把空出来的时间用于学习。 所以家
长应该做的不是简单断绝孩子对网络
的使用， 更应该去注意孩子在使用过
程中有没有看到或遇到对其成长和发
展不适合的内容， 帮助他形成良好健
康的使用习惯。

当孩子难以克服对社交媒体的欲
望时 ， 说明孩子的自控力出现问题 ，
会产生拖延症， 最后导致成绩很糟糕。
此外 ， 如果晚上频繁使用社交媒体 ，
时间越长成绩就越差， 也需要家长帮
助孩子调整。

家长还要注意网络上的各种风险，
诸如信息安全领域的网络钓鱼、 网络

欺诈、 虚假软件等， 个人安全领域的
网络跟踪、 网络欺凌、 在线捕食、 淫
秽色情等问题， 不能掉以轻心。

要保护孩子的网络安全， 第一是
主动介入。 鼓励家长和孩子有一个共
享屏幕的时间， 要主动了解孩子在网
上做些什么， 这基于家长平时跟孩子
要建立平等信任的关系， 孩子在网上
做的事情愿意跟家长沟通， 这样你才
有机会了解， 也可以反馈你对孩子在
网上所作所为的认识。

第二是交谈沟通。 无论是涉及信
息安全， 还是涉及个人安全的潜在风
险， 家长自己要清楚， 要跟孩子讲网
上存在的问题， 让他们清楚这些情况。

第三是设定规矩， 包括什么时候
上网 ， 什么类型的信息可以看等等 。
家长自己也要注意， 比如在朋友圈里
发旅游定位， 一些心怀叵测之人会摸
索出你的行动规律和轨迹， 知道你家
里此时没人。 家长要告诫孩子， 包括

地址、 电话、 行踪等个人信息能不能
发上网， 发在什么范围里， 都要制定
规矩， 家族小群可以贴， 有很多陌生
人的群里不能贴。

第四是巧用资源。 国家机关， 包
括一些机构都在帮助青少年健康上网，
会提供一些网络过滤、 屏蔽或是父母
控制系统的设置， 家长要学会借用这
样的资源， 帮助青少年隔断一些负面
影响。

第五是小心盯紧。 未成年孩子的
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力还在发展过程
中， 而且有些链接无意中跳出来， 孩
子不能辨识这样的信息是好还是不好，
要把他们上网的设备放在家庭公开场
所， 客厅、 书房、 餐厅都可以， 家长
能看到孩子上网， 避免他们受到诱惑
误入歧途。

第六是进行举报。 家长看到一些
可能对孩子带来破坏性影响的不良信
息时， 要向有关机构举报， 共同净化

网络环境。
防范网络安全靠一味的封堵、 禁

止上网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已进入数
字化时代， 网络操作是一种基础技能，
不让孩子学会使用网络肯定不行。 面
对网络时代， 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
引路人和监护人， 家长要帮助孩子不
断掌握新的技能， 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健康上网。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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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世界纷繁复杂， 五花八门的
观点、 信息， 有时连成年人都要认真
分辨一番， 更何况是未成年人。 我的
女儿今年上初二了， 从小她就是个热
心肠的孩子， 我们也一直教育她要做
一个有爱心的人。 但是不久前发生的
一件事， 着实让我担心不已。

那是一个周末，女儿做完作业一直
摆弄手机，我们了解她并不是贪玩的孩

子，就没有太加以控制。 突然，女儿问
我：“妈妈，我的身份证后面几位是多少
来着？ ”我第一反应就是：“你问这个干
什么？”女儿举着手机说，美术班的同学
群里，有人发了一条救助流浪动物的链
接，要大家捐款，并且得实名制。我听着
有些不对劲，但是又不想浇灭女儿的积
极性，故意用轻松的口吻问她：“这个活
动不错呀，是哪个同学发的，你问一下，

家里其他人可不可以也参与捐款？ ”女
儿听完，又翻了翻手机，突然皱着眉头
说：“哎，这个发链接的人好像不是我们
兴趣班的同学。” 愣了一会儿， 她自己
突然说道 ： “这人会不会是个骗子
啊！” 借由这件事， 我告诉女儿， 爱心
用错地方， 反而会伤害自己， 以后碰
到类似的情况， 尤其涉及个人隐私时，
一定要留个心眼， 最好问一问大人。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我们一定
要用开放的心态去看待上网。 网络社
交媒体有风险， 我们就不让孩子接触，
这种因噎废食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不
会做。 作为家长， 我们要尽可能地掌
握孩子的上网动态， 平时， 一定要多
和孩子沟通， 引导孩子如实说出社交
媒体上的情况， 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
把关和引导， 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

我的孩子活泼开朗， 很喜欢在网
上分享她对生活 、 社会新闻的看法 ，
在微博上有了几千个粉丝 ， 在豆瓣 、
小红书、 抖音上都有账号， 周末就在
这些社群里发帖， 和粉丝互动。

我不想对孩子管得太严， 可是偶
然的机会， 我看到她发在社交媒体上
的吃喝玩乐帖子， 居然好几篇都定了

位， 还标注了这些是她喜欢的店， 推
荐大家前去打卡。 她还在一些美妆社
群发过自拍 ， 注明用了哪些护肤品 ，
这确实惊到我了， 这些都是很私密的
内容， 万一被坏人盯上， 可怎么办才
好， 我觉得不能置之不理了。

我找到孩子很严肃地把顾虑和她
说明白 ， 开始孩子觉得我小题大做 ，

抱怨我事儿多， 我没有生气， 还是继
续找机会和她谈心， 还找到相关的社
会新闻发给她看，得知有女生因为经常
发定位被坏人追到单位、家里，还有小
姑娘的自拍照被挪用到黄色网站里，孩
子吓坏了，终于认真地考虑这些问题。

经过几天思考， 她决定把网络上
的自拍照全部删除， 发定位的帖子也

忍痛删了， 还答应我以后会更加小心
地保护自己的隐私， 绝不在网上发个
人信息了。 孩子能够理解我的苦心让
我特别欣慰， 我也告诉孩子， 父母永
远是她的坚强后盾， 她在外面遇到什
么人、 什么事都可以对我们讲， 我们
一起想办法， 孩子遇到问题不要一个
人扛。

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 我们也给
孩子配备了电脑和手机， 原因是孩子
需要一个跟朋友联系的工具， 而且其
他同学都有了手机， 自己没有不方便。
我同意了， 但也跟孩子约法三章： 回
到家先写作业 ， 完成作业后可以玩 ，
但是不能影响睡觉时间， 还有就是网
络信息安全， 不能过多的暴露自己的
信息， 孩子也表示同意。

虽然有提前的约法三章， 但买了
手机之后， 一个星期平安度过， 之后，
孩子沉浸在了刷短视频上， 本该是写
作业的时间， 孩子的房间却传来一阵
阵笑声 ， 我知道孩子又在刷短视频 ，
我一听立刻就火了， 冲进去， 没收了
孩子的手机， 孩子很不服气。

之后， 类似的冲突频频出现， 我
觉得得改变策略了， 于是跟孩子一起

约定， 写作业时间断网， 让孩子安心
学习， 我也不看手机。 开始这个方法
还好， 但没过多久就失灵了， 孩子还
学会了网购， 在抖音、 直播间等买东
西， 我就又开始提醒孩子注意账号金
钱安全之类的， 给他讲一些新闻报道
事件， 让他有安全意识， 此外还给他
找一些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站， 希
望让孩子远离网络负面信息。

但这些保护对庞大的网络信息系
统来说， 还是比较 弱 的 ， 最 主 要 的
是 教 会 孩 子 辨 别 是 非 ， 所 以 我 这
时 候 就 经 常 跟 孩 子 通 过 互 联 网 去
互 动 ， 做孩子朋友圈好友 。 家长切
记 ： 不要遇到事情上来就批评， 这
样就让孩子不敢对家长 倾 诉 了 ， 家
长也就不能掌握孩子动态了， 这才
是最可怕的。

如如何何保保护护
孩孩子子的的网网络络安安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