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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注了4 个小孩博主，有

说教育的、有讲奥数数学的、还

有说昆虫的，我和孩子都是他们

的粉丝。”长沙妈妈优优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她有两个孩子，

为了给孩子们找网络学习资源，无

意中刷到了这些孩子博主的视频，

迅速被吸引并果断关注了。“别看

这些孩子年纪小，但视频内容非

常有‘干货’，而且都阳光自信，

既能学习知识又能成为孩子的榜

样。”优优妈妈说。

打破刻板印象的小学生究竟

有多强？

在 B 站上，最知名的小学五年

级 up主“vita 君”，代表作“小学

生教你学编程”系列，总播放量

740.4万，被平台授予的头衔是“知

名科技up主”。还有被称为“刘教

授”的 10 岁小孩博主网名“保守

派车迷刘同学”，他在赛车领域的

“代表作”《从一本杂志 GP Racing

聊聊 Fl 赛车运动》（杂志是全英

文的），分成三个章节，结构分明，

逻辑清晰，目前视频总播放量有

2000 多万。

当然，这些小天才背后，有一

个同样对此领域热爱的领路人，

或是保护热爱的火苗不熄灭的保

护者——通常都是他们的父母。

像“vita 君”的爸爸周自恒自己就

是科普专栏作家、资深技术图书

译者。父亲是“vita 君”编程路上

的引路人。“保守派车迷刘同学”

的父亲虽然不是车迷，但是给足

了孩子探索的空间，并担起了保护

孩子的责任。

还有一些“00 后”“10 后”up

主，虽然没有专门在某一领域输出

内容，但同样以丰富多彩的生活体

验和表现力在互联网上获得了众多

粉丝的追捧。

实际上，对于出生于移动互联

网大爆发时代的“10后”孩子而言，

做博主、经营社交账号已经成了一

些人课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腾讯育儿在 2020 年发布过一

份名为《网红经济对青少年的影响》

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超七成的

孩子平时有刷短视频的习惯，近五

成孩子有成为网红的想法。

小学生扎堆做博主？别让网红梦太“早熟”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章清清

小学生博主已经悄然崛起！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小学生博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活跃在小红书、抖音、快手、B 站等平台，将做博
主当成课余生活的重要活动。 孩子们发布的内容丰富多彩，有沉浸式写作业、玩泥巴、DIY 火漆咕卡、拍拆卡视频，还有推书、讲故事等，
不少已是百万粉丝博主。对此，有人称他们是“人类高质量小孩”，也有人担忧，小学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学习和成长，过度投入到博主事业中，
会影响他们的学业和身心健康。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通 讯
员 董以良）保障学生每天校内、

校外各  1 小时体育活动时间；严

禁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招收复读

生 …… 今年  9  月， 省教育厅发

布了《湖南省规范中小学办学

行为 20 条规定》 （以下简称《 20

条规定》） ， 进一步明确规范教

育教学、招生编班、补课办班、

考试评价等办学行为。近日， 围

绕《 20 条规定》制定的背景、

主要内容、举报渠道、推动落

实等大家关注的重点方面，湖

南省教育厅进行了权威解读。

相比之前湖南省有关招生的

文件，变相违规招生方式中为何

增加 “通过举办或参与举办培训

班（夏令营）”内容？ 省教育厅指

出， 近几年，省教育厅组织各级教

育部门大力整顿违规招生，招生

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是仍然

有部分学校在摇号派位之前、中

考成绩出来之后通过举办培训班

（夏令营）、与学生家长违规签约、

向学生家长虚假承诺等方式变

相掐尖招生，扰乱了正常招生秩

序，加剧了社会焦虑，严重破坏

了教育生态。

如何更好推动落实《 20  条

规定》？省教育厅强调， 推

动《 20  条规定》的落实，需要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庭和

社会协调联动，推动形成良好

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氛围，构建

良好育人生态，助力学生全面

健康成长 。 解读还进一步明确

了 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家

长 等关于 推动落实《 20  条规

定》 的相关要求。

资讯

省教育厅解读《湖南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 20 条规定》

■律师

未成年人短视频内容创作必须合规
 据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了解，相较于直播的严

格限制，目前在短视频领域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禁止未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直播不行，那么花大

量时间用于拍摄短视频行不行？长沙万和律师事务

所律师李健提醒，对于未成年人出镜所表现的内容，

国家有法规进行了专门的规范。比如《网络短视频

内容审核标准细则》规定，短视频不允许出现不利

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内容，包括表现未成年人早

恋的，以及抽烟酗酒、打架斗殴、滥用毒品等不良

行为的；人物造型过分夸张怪异，对未成年人有不

良影响的；利用未成年人制作不良节目的；侵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所

以，未成年人可以在家长的监护和指导下进行拍摄，

但应当考虑拍摄时长等问题，避免长时间、高频率

拍摄视频而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专家

网络时代有双刃剑，谨慎看待“网红梦”
 “小学生参与社交媒体并成为博主的现象需要

我们从多方面进行考量。”长沙市天心区青雅丽发学

校心理老师胡荣波表示，一方面，家长和老师应加强

沟通，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帮助他

们处理网络世界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家长们可以

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学习和娱乐计划，确保他们在

完成学业任务的前提下，适度进行网络活动。另外，

家长还应保持密切关注，了解他们发布的内容和与

粉丝的互动情况。如果发现孩子过度沉迷于博主事

业或受到不良影响，应及时进行干预。

如果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发展批

判性思维，让他们能够分辨网络信息的真伪，不盲

目跟风，不被网络上的错误价值观所影响。家长可

以与孩子一起讨论网络世界的两面性，让孩子们明

白网络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潜在的风险。同时，

家长要教育孩子要保护自己的隐私，不随意透露个

人信息。学校也应经常开展网络安全教育课程，向

学生传授网络安全知识，如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如

何应对网络欺凌等。让学生了解网络风险，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

总之，小学生博主现象既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

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家长和老师应引导他们正确看

待网络世界，合理安排时间，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提供有益的支持。

丰富多样的短视频平台为孩子

们提供了广阔的展示空间， 通过

做博主，孩子们也在一定程度上

锻炼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和社交技

巧，但网络世界也潜藏着风险和

隐患。比如，随着萌娃短视频的

火爆，大量的广告也会随之而来，

不少家长跟风将孩子打造成“网

红”，并通过商务合作实现流量变

现，过早催熟了孩子的心智。

短视频上的一些少儿美妆博

主，在暧昧的背景音乐下，身穿露

肩装的少儿“网红”装，娴熟地化

上一层层粉底和眼影，对着镜头嘟

嘴眨眼，引发人们对她们成长的

担心。

小学生做博主也容易产生容貌

焦虑和虚荣攀比风气。为了提升账

号的热度，孩子们使出浑身解数。

他们互相评论做数据，学习如何

搜集素材、选择背景音乐，甚至

还向擅长做账号的同龄人“拜师”。

但小学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学习

和成长，过度投入到博主事业中，

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学业和身心健

康。

网络世界也并非乌托邦，各个

圈子都有自己的潜规则，孩子们可

能会因为一些不经意的行为而遭

受攻击。比如，up主“保守派车迷

刘同学”就曾被网友怀疑背后有团

队，视频内容是看稿子读的，甚至

成为博主的“人类高质量小孩”

揭开网红小博主的另一面

被网络攻击，最后他的父亲为保护他，不

让他单独看评论。

对于这些新生代来说，网络是一扇窗，

也是利刃。如何引导孩子们正确看待网络

世界的两面性，保护他们免受伤害，同时

又能充分利用网络的积极作用，是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

家长李女士说：“父母支持孩子在短视

频平台上展示才华本身，就是对孩子天赋

的一种激励，也是对孩子的尊重和保护。”

长沙一知名中学的班主任杨老师认

为，应该用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对待孩子使

用短视频 APP： “短视频 APP 对孩子产生

什么影响，关键看如何引导孩子去使用，

要把禁止、限制变为解释、说理，才不会

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