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视频背景下提升少年儿童网络素养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新时代青少年的网

络素养。2021 年 10 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行动纲要》，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作出全面系统的部署。互联网的

普及和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成为网络空间的活跃群体，他们在网络上学习、

社交、娱乐、消费等，互联网几乎覆盖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互联网给少年儿

童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条件，但是也有可能使他们面临一些风险。具备网络素

养是应对网络风险、合理使用互联网的基本素质，能帮助少年儿童在互联网时代

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近几年短视频快速发展，其丰富多元的内容和新颖的表达形式，深深地吸引

着少年儿童。因此，本次研究主要聚焦短视频背景下少年儿童的网络素养状况展

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国东中西部和东北部抽取 6省对初中生进行了问卷

调查，旨在了解初中生使用短视频的状况与网络素养的状况等。课题组抽取的城

市分别为江苏广东、河南、湖南、内蒙、辽宁，共发放问卷 7641 份，其中上过

网的初中生共 6480 人。男生占比 49.9%，女生占比 50.1%；初一占比 36.3%，初

二占比 30.4%，初三占比 33.3%；城市学生占比 50.3%，农村学生占比 49.7%。调

查研究与数据分析于 2024 年 8月结束。 

结合研究的主要发现，提出在短视频背景下提升少年儿童网络素养的几个

建议： 

1.积极看待短视频的吸引力，充分发挥短视频在少年儿童成长中的积极作

用 

本次研究发现，随着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初中生接触短视频已经相当普遍。

而且，短视频的功能对初中生来说更加具有成长性，从过去以娱乐为主逐渐转为

以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为主。短视频中的生活常识与技能、科学科普知识、传统

文化与人文知识等深受初中生喜爱，成为初中生与同伴、父母交流的重要话题。

而且，短视频平台也成为初中生了解网络素养知识、学习网络安全知识的重要渠

道，是初中生学习反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的第一渠道。但是研究也发现，虽然很

多短视频平台设置了辟谣功能、虚假信息提示功能、一键举报功能等，但是初中

生选择主动使用短视频平台的网络安全功能尚不够多，只有三成左右初中生表示

遇到网络安全问题会主动选择使用短视频平台的安全工具。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已经深度浸润到少年儿童的生活中，成为少

年儿童学习、社交、消费、娱乐的重要工具。它不仅是少年儿童缓解压力、放松



心情的小天地，更是少年儿童打开视野、阅读世界、滋养精神的重要来源，是他

们学习各种新知识包括网络素养知识的重要工具。因此，建议家长教师等成年人

要客观理性地认识短视频在少年儿童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认识到短视频的积

极作用，接纳少年儿童喜欢短视频、想接触短视频的情感需求，不要试图把短视

频与少年儿童隔绝。在接纳的基础上，要善于在生活中发挥短视频正向的、积极

的作用，引导少年儿童运用短视频丰富阅历、增长见识，储备向上的力量。家长

和教师还要发挥好短视频在网络素养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导少年儿童用好短

视频平台的保护功能，使少年儿童在生活实践中提升网络素养。 

2.用好网络教育资源，补齐少年儿童在网络安全、网络管理等方面的短板 

本次研究发现，多数初中生了解网络素养并且自我评价较好，有七成多初中

生把短视频或视频平台作为学习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网络素养的首要渠道，而且

有九成多初中生从短视频上了解和学习到辨别虚假信息、应对网络暴力、识别网

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的知识。但是研究也发现，初中生在网络素养方面还存在

一些短板。例如，对网络知识和网络使用更重视但对网络安全能力和网络管理能

力重视程度不高，只有两成多初中生关注网络信息的质量，还有部分初中生不了

解什么是网络素养，遇到网络安全风险采取不想让别人知道、不理会、不介意的

态度。 

网络素养是互联网时代每个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是少年儿童网络生存

与发展的综合能力，也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时代，

网络产品更新迭代快，网络素养不仅关系到少年儿童的互联网使用，更关系到少

年儿童的心理感受、自我效能感、学习能力以及未来发展等。因此，建议家长、

教师等成年人要重视网络素养教育，尤其要加强网络安全意识和网络管理能力的

教育，补齐网络素养的短板。《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学校应当将提高

学生网络素养等内容纳入教育教学活动，并合理使用网络开展教学活动。建议学

校和家庭将网络素养教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用孩子喜欢的网络教育资源对他们

进行网络素养启蒙教育。家庭、学校、社会还要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发挥少年儿

童的自主性，增强少年儿童的数字化生存能力。 

3.丰富内容和完善功能，以促进发展的理念建构未成年人模式 

本次研究发现，认为未成年人模式/青少年模式对解决和预防网络风险具有

重要作用、认为未成年人模式/青少年模式有用的初中生均占比超过六成，并且

有七成多初中生表示愿意开启未成年人模式/青少年模式。这说明随着未成年人

模式/青少年模式的不断完善，随着互联网、短视频不断向纵深发展，少年儿童

越来越认识到健康上网离不开未成年人模式的保护。但是，研究也发现，真正使



用未成年人模式/青少年模式的初中生比例不足三成，部分初中生认为未成年人

模式/青少年模式用处不大、内容太少、功能太少、界面幼稚等。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通过在

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

理功能等方式。《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也要求平台为未成年人提供未成年人

模式和未成年人专区，使未成年人更好地获取有益身心健康的平台内产品或者服

务。这也是家长管理孩子合理用好的重要手段，适合的上网模式和内容专区，有

利于未成年人过上健康的网络生活。因此，建议平台要站在促进儿童发展的高度、

从儿童友好的视角去建构未成年人模式/青少年模式，使未成年人模式/青少年模

式有用又有趣。例如，在内容和功能上要更加丰富多元，监护功能要更加个性化，

要研究少年儿童的发展需求与审美趣味，赋予家长和孩子更大的自主权，使未成

年人模式/青少年模式不断完善。 

4.重视家庭环境与亲子关系建设，为孩子健康上网筑起第一道保护屏障 

本次研究发现，家庭对初中生使用短视频的行为及网络素养有着显著相关性。

例如，亲子关系好、经常与父母交流上网内容、父母给孩子上网立规矩的初中生

每天使用短视频时长较为适度，喜欢看的短视频内容主要以学习知识和获取信息

为主，对自己的网络素养评价更高、更愿意开启未成年人模式/青少年模式。但

是，研究也发现，有近两成初中生与父母关系一般或不好，只有不足四成家长经

常给孩子上网立规矩，有近一成家长从没给孩子立过规矩，只有一成多初中生经

常和父母讨论上网内容。 

很多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亲子关系、平等的亲子互动等对少

年儿童的互联网使用行为有正向的促进与引导作用。因此，建议家长要重视家庭

环境和家庭文化建设，主动为孩子健康上网筑起第一道保护屏障。要注重亲子交

流与互动，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孩子协商确立上网规

矩。虽然网络素养教育的主阵地是学校，但是家庭网络素养教育必不可少，家庭

要主动承担家庭网络素养教育的责任，与学校网络素养教育互为补充。家长还要

提高自身网络素养，做一名“数智家长”，在日常的家庭生活里为孩子做好榜样。 

5.发挥学校网络素养教育，大力弥补农村少年儿童的“素养鸿沟” 

本次研究发现，城乡初中生在接触互联网、使用短视频方面的差距进一步缩

小，六成多农村初中生使用短视频主要是为了学习各种知识和了解新闻、热点事

件，或为了搜索信息，七成多农村初中生把短视频、视频平台作为学习预防网络

暴力和网络诈骗的首要渠道。但是研究也发现，和城市初中生相比，农村初中生

使用短视频时间长、频率高，在使用功能上也以娱乐、社交为多，对自我网络素



养的评价低。而且，农村初中生亲子关系差、与父母交流上网内容少、对未成年

人模式/青少年模式感到有用的比例低，家长给孩子上网立规矩少。 

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城乡少年儿童在互联网接触和使用上的壁垒，农村少年

儿童已经是互联网上非常活跃的群体。农村少年儿童的网络素养不仅关系到他们

的网络安全，也关系到他们作为数字公民的成长与发展。因此，建议大力加强农

村少年儿童网络素养教育，发挥学校网络素养教育主阵地的作用，不仅要保障开

齐开好专门的网络素养课程，还要尽可能把网络素养教育融入到各学科中以及学

生的日程活动中，还要与家庭、社区通力合作，尽可能地丰富农村少年儿童的精

神生活，增加少年儿童的实践体验，更好地弥补农村少年儿童的素养鸿沟。 

 

撰稿：孙宏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