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亿。其

中，短视频用户使用率为 90.5%，

用户规模达到 9.34亿。未成年人
“触网”低龄化趋势明显，我国未成
年网民已达 1.83 亿，互联网普及

率 94.9%。
此外，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974 名受访

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2.1%
的受访家长觉得青少年沉迷短视
频的现象普遍。70.6%的受访家
长担心孩子沉迷短视频会对学习
生活提不起兴趣，66.3%的受访家
长担心孩子模仿不良的短视频内
容。

哪些学生容易沉迷短视频？学
习负担比较重的学生；有话藏在心
里、没有交流对象的学生；孤独感
强烈、心理压力大、对未来迷茫的
学 生 ；感 觉 自 己 在 同 学 中 不 受 欢
迎、在学校被人看不起的学生；经
常感觉大人不尊重自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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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郑居文 校对：李俊玢 三亚·综合 32022年 3月 18日 星期五

青少年沉迷刷短视频现象
越来越普遍

“我和我女儿冷战快一个月了，说起就
来气。”15 岁孩子的家长吴女士说，她发现
整个寒假女儿小冰一直痴迷各种短视频，手
机里下载了超过 5个APP，除了短视频APP
外还有各种化妆修图类的软件，一有时间就
认真钻研，还学着视频博主画浓妆、自制纹
身等，上了初中后学习成绩很不理想。“有一
次，我看她神神秘秘地在房间里待了半天，
打开门才发现她在录化妆视频，眼睛都戳红
了。”吴女士说，她很担心女儿继续模仿这些
视频，所以强行没收了她的手机，没想到引
来了女儿的强烈反抗，争吵之余她一气之下
就摔坏了女儿的手机，母女关系陷入了冰
点。

指尖在屏幕上飞速滑动，遇到喜欢的短
视频就给个赞，再有趣的话就点个收藏再去
模仿……小冰说，她比较喜欢观看美妆博主
的化妆分享、影视剧的剪辑片段和游戏直播
等。“在我们班,有不少同学都刷短视频, 还
在群里分享自己拍摄的视频，谁不玩谁就
out了。”小冰直言，她刷短视频是因为觉得

“好看好玩”，如果拍摄短视频能博得更多关
注、点赞和关注量高，还能成为学校里的“网
红’”。

在三亚第一中学高一学生张弘也坦言，
自己很难抵挡短视频带来的“诱惑”。上学
期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他原想合理利用假期
为自己多“充电”，但是还是忍不住频频拿起
手机，短视频一刷就停不下来。

三亚市第五小学一位老师证实，她观察
到身边孩子看短视频确实现象挺普遍。“有
些孩子聚在一起一张嘴，尽是网上流行的各
种‘抖音梗’‘快手梗’，其中一个孩子天天看
短视频，家长无奈之下把他送进一所管理严
格的寄宿制学校。还有些孩子向家长撒谎
说要上网课，老人不懂，家长不关注，就会拿
着手机玩一整天。长此以往，孩子的视力、
学习和成长肯定都会受到影响。”采访中，不
少家长和老师对孩子沉迷短视频深感担忧，
却又显得束手无策。

短视频为何能勾住孩子的
心?

短视频究竟有何“魔力”，让孩子们欲罢

不能？要防范孩子沉迷短视频，就必须先了
解孩子喜欢观看短视频的原因。国家三级
心理咨询师杨京达说，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
的原因包括社会、生物和心理三个方面的因
素。社会原因是，我们处在一个社交媒体发
达的时代，短视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便利
来源之一，作为生活其中的青少年也难免会
受到这种环境的干扰；生物原因是，内容新
奇、节奏轻快、轻松幽默短视频可让观看的
人产生多巴胺，体验到一种愉悦感和成就
感，而青少年的大脑还在生长发育中，负责
自控力和专注力的大脑前额叶尚未发育成
熟，更容易被这种感觉吸引至沉迷。心理方
面则是因为这些沉迷其中的孩子生活中缺
乏真实的人际关系和有质量的陪伴。“有些
学生在家庭、学校、同伴中很难找到归属感，
就容易通过刷视频来寻求这种心理补偿。”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索显玲说，沉迷短
视频大多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可能是孩子在
现实生活中或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比
如亲子关系紧张，孩子在学校遭遇人际交往
困难等，这些困难都会让孩子感到受挫、转
向虚拟世界寻找寄托、打发时间。此外，在
现实生活中，兴趣爱好少、没有丰富课余生
活的孩子更容易沉迷于短视频中。

“很多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技术，推送的

内容越来越精准，有趣的内容越刷越多，一
直刷一直爽，不知不觉‘抖音5分钟人间2小
时’就过去了，虽然看的内容丰富但是真正
获取的知识却很少，长期沉浸其中会使他们
信息视野越来越窄。”三亚市第九小学音乐
教师、大队辅导员刘星宇说，长期看短视频，
并模仿里面的内容，也会影响他们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家长、学校和社会都应
该引起高度重视。

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导之

曾几何时，一部手机，是孩童“开眼看世
界”的关键窗口。现如今，家长担忧的是过
度沉迷，孩子与真实世界“失联”。如何防止
孩子沉迷短视频？多位专家表示，需要家
长、学校和社会共同发力。

“媒介是青少年了解和探索世界的重要
渠道，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丰富的学习内
容，可以供未成年人学习。”杨京达建议，父
母和学校要对网络有正确的认识，不能简单
地搞“一刀切”，要指导孩子们做好时间管
理、对手机等电子产品进行有效管控，帮孩
子提高甄别、屏蔽不良视频内容的能力；同
时想方设法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培养更
多兴趣爱好；父母还要不断学习自我成长，

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才能懂得如何引导和
陪伴孩子。

“我们不可能让孩子与现实网络世界隔
绝，孩子们出生在屏幕时代，孩子的成长就
会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手机也好，短视频
也好，是一个客观、中性的存在，不能把责任
全部推给手机、短视频，关键在于我们如何
使用，且对于孩子沉迷短视频的行为，堵而
抑之不如疏而导之。”

索显玲建议，首先家长要做好榜样，有
质量地陪伴和引导孩子。如果家长也沉迷
短视频，那么教育孩子时就很难有说服力。

“如果孩子喜欢刷短视频，可以引导孩
子尝试思考创造一个短视频账号，共同研究
探讨确定主题方向、学习如何制作、拍摄剪
辑、写文案、研究消费者心理等，引导孩子从
单纯的消费者变成创造者、设计者，从旁观
变成参与者”。她建议，家长多与孩子一起
参加亲子共读和户外运动等，鼓励孩子表达
内心的看法，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如
果孩子出现了沉迷短视频现象，家长不要一
味粗暴责骂、摔砸手机、强制没收等方式。
家长需要从改善跟孩子的关系入手，关注孩
子的生活、沟通中注意尊重孩子、跟孩子商
量手机使用时间，当好“网管”，尊重孩子的
自主感，耐心改善亲子关系。

其次，学校和老师要尊重学生的差异和
个性特点，关心学生全面发展。善于发现学
生的优点和独特之处，鼓励学生适当交往。

“当学生感觉到被尊重、被看到、不被排斥、
有现实朋友时，就会慢慢减少对网络的依
赖。”此外，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短视频平
台加强内容把关，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的网
络环境。

“学校和老师还可利用短视频教学，短
视频具有‘短、快、精’的特点，将其运用到课
堂教学中，增加课堂趣味性，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的主动性。”刘星宇说，寒假期间她经常
通过自己的抖音账号录制并发布一些与学
校景观、热点话题、自然知识科普等，与学生
进行互动分享；在课堂上经常融入短视频进
行教学，鼓励孩子参与其中，得到了学生的
积极反响，不少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投稿创
作，师生之间有了良好互动，课堂氛围很融
洽。“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提高孩子对网络内
容的甄别能力，让孩子们安全健康地在‘网
海’里游泳。”

青少年沉迷短视频，模仿短视频博主画浓妆、纹身、录美妆视频……

孩子，别让手机短视频“勾”走你的心
本报记者 李少云

本报讯（记 者 卢 智 子 通 讯 员
黄毅）一位出生不到 20小时的女婴
患儿被几位沪琼白衣“大侠”将其错
位的大血管“乾坤大挪移”——纠正
复位，这极为罕见的一幕，发生在三
亚。3 月 15 日，经过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以下简
称“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儿童重
症监护室（PICU）医护人员 39 天的
精心护理后，患儿小幸幸（化名）终
于达到转出PICU的标准，来到普通
儿外科病房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

“给新生儿进行复杂的先心病手

术很少见，这离不开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的大力支持及本地医护的紧密配
合，能在三亚成功开展这台手术，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挽救孩子的生
命，还提升了医院的学科能力，离看
大病不出岛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国
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内科教研室
主任，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大儿科主
任、学科带头人王莹很是感慨。

谈及小幸幸，患儿的父母很感
激，她前三次怀孕均意外流产，第四
次通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俗
称“试管婴儿”）顺利怀上。怀小幸

幸6个月时，在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
进行常规产检，查出胎儿患有复杂
型先天性心脏病，更严重的是还患
有完全性的大血管错位（也称“大动
脉转位”：肺动脉与主动脉在心脏的
接点与正常人相反）。“如果孩子生
下来，就由我们上海的专家团队保
驾护航。”医院院长、心胸外科专家
陆兆辉说。

2 月 5 日，大年初五，出生后的
小幸幸很快就出现了低氧状态，情
况危急。与此同时，远在 2000 公里
外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专家团队于

次日抵达三亚。2月 6日，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心胸外科一病区主任王顺
民与陆兆辉等医护团队历经 6个小
时，为出生不到 20小时的小幸幸实
施“双动脉根部调转术+室间隔缺损
修补术+房间隔缺损修补术+动脉
导管结扎术”，把患儿错位的大血管
在鸡蛋般大小的心脏上重新纠正。

值得一提的是，小幸幸治疗过
程中产生的巨额费用，除了有社保
和省市民生专项基金的分担，还由
爱佑慈善基金的扶持，基本解决了
患儿看病贵的后顾之忧。

三亚新生婴儿大血管错位
沪琼专家“乾坤大挪移”助康复

本报讯（记 者 卢 智 子）3 月 16
日，海南省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试
点启动视频会议召开。据悉，今年，
海南省将在全省辖区常住的，年满
60岁及以上有认知障碍风险的人群
中开展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试点工
作，要求筛查率达到70%以上。

开展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主要
是为了更好地防治老年性痴呆。老
年性痴呆即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以
进行性认知障碍和记忆能力损害为
主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严重
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老年性痴呆危害严重，主要表现为患

病率高、死亡风险高、医疗成本高。
其发病机理复杂，在出现临床症状前
有5—10年的潜伏期，目前没有治疗
中晚期痴呆的有效手段。专家的广
泛共识是将痴呆症的治疗和干预期
前移至轻度认知障碍阶段，以实现早
预警、早诊断、早干预。

据介绍，第四次中国城乡人口
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显示，海南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失能比例偏高，失
能率为 19.3%，据此估测，海南失能
老年人大约为28万左右。为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省委省政府将开展
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试点工作列为

2022 年为民办实事事项。当天，会
议对《海南省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
试点（痴呆风险筛查）项目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解读。

《方案》指出，老年人认知障碍
筛查试点项目经费为 1972 万元，由
省级财政承担。项目目标是开展老
年痴呆防治知识宣传的社区（村）覆
盖率 90%以上。按照为民办实事

“知情同意、自愿免费”的要求，为轻
度及以上失能、残疾、脑卒中病史等
重点老年人群实施认知障碍筛查。
筛查率达到 70%以上。科学评估筛
查数据，形成报告建议，为制定全省

老年健康医疗决策提供依据。
项目要求试点在年满60岁及以

上有认知障碍风险的人群中展开，
范围为全省辖区常住的五类人群：
轻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残疾老年
人；有脑卒中病史的老年人；主诉记
忆力明显下降的老年人；有精神方
面症状的老年人。

《方案》明确，根据筛查结果，对
疑似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建议其到
上级医疗机构就诊。依托医联体
等，基层社区（乡镇）卫生机构要主
动为不同患病程度的老年人提供干
预、随访服务，开展针对性治疗。

海南将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
免费进行认知障碍筛查

范围为全省辖区常住的五类人群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3 月 15 日，
天涯区马岭大社区社会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收到一封来自北京“候鸟”周老先生
的表扬信，信中表达了对马岭大社区社
会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热情
耐心、尽心工作态度的赞赏。

日前，周老先生前往天涯区马岭大
社区社会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海南省
老年优待证及公交卡业务，本以为需要
的材料很复杂，流程会很繁琐。于是，
他先来咨询详细的办理材料及其流程。
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积极热情地引
导老人办理业务，并告知老年优待证办
理的材料、代办理公交卡的要求及领取
证件时间。

对办事大厅提供的便捷且热情的服
务，周老先生表示非常满意，特意写了
一封表扬信。他表示，“现在办事很方
便，从进门热情引导、问题解答、业务受

理，证件办理好后及时电话沟通取件等
服务都特别好，觉得来办事很开心，很
温馨，效率非常高！”

马岭大社区社会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蒲盼盼介绍：“由于外省老年
人办理老年优待证所需的材料中，需提
供派出所出具的‘暂住登记凭证’或所
居住的村（社区）出具的‘人口信息卡’
登记时间须满一年，很多外省老人由于
不清楚这个材料的具体办理情况，我们
每次都会耐心地向老人详细的说明。”

马岭大社区负责人称，下一步将结
合正在开展的“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
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继续践行“全天候、全时域、全方位、全
覆盖”全年无休服务百姓群众理念，真
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天涯区马岭大社区热情服务获点赞

“候鸟”老人一封手写信表感谢

3 月 17 日，
三 亚 传 媒 影 视

集团党委在三亚南岛国家森林康养基
地开展“植树添绿 党旗增辉”主题党日
活动，30 余名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为三
亚增添一抹绿色，为三亚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贡献力量。

在植树现场，大家认真挖坑、栽苗、
填土、压实……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经过大家齐心协力，共种下了近 500 株
黄花梨树。

大家表示：这次植树活动不仅美化
了环境，增添了一份绿色,还为自己种下

了一颗爱心、一份希望，希望树苗承载
着爱心与希望茁壮成长。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成立以来，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注重提高员
工生态环保意识，积极组织党员干部职
工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提升了干部职工“爱绿、植
绿、护绿、兴绿”的责任意识，增强了队
伍凝聚力，营造了人人参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浓厚氛围。

本报记者 陈淑湘 陈聪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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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集团员工为三亚增添一份绿色,种下一份希望。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Sy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Sy

新一学期，14岁的大宝和8岁的二
宝两只“神兽”的开学，让家住三亚崖
城的爷爷奶奶长舒了一口气。这对兄
弟的乡下寒假生活，让爷爷奶奶十分
苦恼又万般无奈。一放寒假，哥哥就
“瘫”在沙发上，不停地刷短视频；弟弟
则“霸占”爷爷的手机，短视频和小游
戏来回刷。“吃饭洗澡都喊不动，管又
管不了，一拿走手机就闹。”前两年，大
宝已经架上了“小眼镜”，二宝也开始
念叨上学坐后排就看不清黑板。

兄弟俩的状况是三亚许多中小学
生沉迷短视频现象的缩影。近年来，
随着直播类平台的兴起，五花八门的
短视频让不少人“一刷上瘾”，很多青
少年也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甚至还会
刻意进行模仿。如何防范孩子沉迷短
视频，成为摆在家长面前的一道难题。

按照为民办实事“知情同意、自愿免费”的要求，为轻度
及以上失能、残疾、脑卒中病史等重点老年人群实施认知

障碍筛查，筛查率达到7070%%以上。

轻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残疾老年人；有脑卒中病史的老年人；主诉记忆力明显下降的老年人；有精神方面
症状的老年人。

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试点项目经费

为19721972万元，由省级财政承担

项目要求试点在年满60岁及以上有认知障碍风险的人群中展开，范围为全省辖区常住的五类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