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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向学生宣讲
防范诈骗等知识
本报讯（记者董林）1月16日，东

方市公安局八所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
辖区校园，为广大学生上好寒假前安全
教育课。

课堂上，宣讲民警结合未成年人
“护苗”专项行动工作实际，剖析典型案
例，以防范诈骗、校园欺凌为主题开展
宣讲。同时，提醒学生在假期要注意防
溺水和交通安全等存在的安全隐患，并
普及相关知识和注意事项。

乐东：

法官进校园
开讲安全教育课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 通讯员符莉

云 刘涵婧）1月11日下午，乐东黎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黄流法庭法官、法治副
校长陈忠带领法庭干警走进黄流中学，
为高二年级90余名学生送上一堂寒假
安全法治教育课。

法治课上，陈忠以“学宪法、讲宪
法”为主题，将重点复杂的专业词汇以
图解的形式展开，生动形象地向学生讲
述宪法的地位、作用及历史发展。紧接
着，陈忠从法律是什么、法律与未成年
人的关系、如何预防不法侵害并正确运
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等方面，向学生讲
解了假期里日常生活、出行以及自我防
护等安全注意事项。

一些未成年人
接触过网络直播

“妈妈，我要当游戏主播。”听到9岁多的儿子
对未来职业的想法时，海口的林先生感到有点担
心，“真是搞不懂现在的小孩。光想着当游戏主
播，还能好好学习吗？”

“看别人直播，感觉挺羡慕的，我也试着播了
几次。”小玉是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初二学生。她
告诉记者，自己曾在某视频平台上直播和别人聊
天，但由于粉丝寥寥，后来也就没了兴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一些未成年人看过

或者开过网络直播。他们中有的唱歌跳舞表演才

艺，有的直播打游戏……

海南某中职学校何老师告诉记者，她带过不

少班级，此前学生开直播的现象并不少见，“从某

种程度上说，直播也属于他们的一种社交方式。”

“我在平台上刷到过。其实他们的直播内容

很简单，主要是校园生活的记录和自己的才艺展

示。就像打游戏一样，用来打发时间。孩子渴望

被看到、被关注、被认可，视频直播就是他们展示

自我、分享心事的一个平台。如果游戏打得好，舞

蹈跳得好，会更希望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展示出

来。”何老师说。

据了解，中职学校的学生一般是15岁至18

岁，大多还没有成年。何老师感到担心的是，部分

同学直播时与其他主播进行“连麦PK”，互相比拼

才艺和人气，以赢得更多的打赏收入，“这可能会

让孩子们产生攀比心理。”

学生家长认为
网络直播影响孩子成长

据媒体报道，有的爸妈带着萌娃一起直播，孩

子甚至成了父母的“摇钱树”。

不少市民接受采访时认为，网络直播不仅影

响孩子的学习与成长，还可能使未成年人滋生拜

金、虚荣等心理。

“学生搞直播？还太早了吧。”学生家长吴女
士认为，未成年人还处于学习知识、增长本领的阶
段，如果做网络主播并以此为业，会让他们偏离本
该有的生活重心，对孩子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
利。“长时间对着电脑或者手机，也会造成视力下
降等身体伤害。再加上未成年人自控力不强，非
常容易上瘾，沉溺其中难以自拔。”

“互联网信息良莠不齐，孩子们对复杂网络世
界的认识能力、是非分辨能力都比较薄弱，很容易

在网友打赏、点赞等氛围下，滋生错位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

导师屈芳表示，“未成年人当网络主播，粉丝也大

多是未成年人，如果主播的行为不当，很容易会给

其他未成年人带来不良的示范和引导。”

也有市民认为，未成年人作为“数字原住民”，

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接触一点直

播。“有的小学生直播给同学讲题，这样的‘主播’

就很好嘛！有问题的是直播内容，而不是年龄。”

有关部门
加强监管筑牢“保护墙”

“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是不可以注册直播

服务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法

官王丹丹表示，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

人，必须有监护人的同意，才可以进行主播工作。

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规

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未成年人提供信息发布、即

时通讯等服务的，应当依法要求未成年人或者其

监护人提供未成年人真实身份信息。未成年人或

者其监护人不提供未成年人真实身份信息的，网
络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相关服务。网

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网络直播发布者真实
身份信息动态核验机制，不得向不符合法律规定
情形的未成年人用户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国家有关部门
近年来不断加强监管与规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修订案表决通过、中央网信办启动“清
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中央
文明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
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

此外，各短视频、直播平台也推出了包括实名
认证、限制时间、一键禁玩等多种方式，不断筑牢

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墙”。这两年来，家长何

女士欣喜地发现：“各种短视频、直播平台越来越

少看到未成年人直播，我们家长也放心多了。”
屈芳提醒，家长需要注意到，孩子想要做主

播、当“网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看似轻松、受
欢迎、挣钱多，但真正成为头部主播的实在是凤毛
麟角。“堵不如疏，除了立法和平台监管，家长同样
也应该引导孩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
及价值观，认识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帮助他们了
解职业发展所需的素养和能力，规划发展路径。”

关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系列调查报道·网络直播篇

一些未成年人想当“网红”、开直播，有关部门加强监管筑牢网络安全
“保护墙”

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直播？NO！
■本报记者 覃创源

随着 直 播 、短 视
频平台的快速

发展，做主播、当“网红”
成 为 一 些 人 期 待 的 工
作。社交平台微博 2023
年发布的一项“当代年
轻人就业在关注什么”
问卷数据显示，近万名
受 访 应 届 毕 业 生 中 ，
61.6% 的 人 就 业 时 会 考
虑“网红”直播等新兴职
业。

记 者 采 访 时 了 解
到，一些未成年人也有
当“网红”、开直播的想
法。未成年人能否开网
络直播？今年 1 月 1 日
起正式实施的《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
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
得向不符合法律规定情
形的未成年人用户提供
网络直播发布服务。

海口：

护航困境儿童
成长成才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陈圣亮）
近日，海口市琼山区民政局、海口市琼
山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联合在琼
山区桂林大社区已开展“护苗专项行动
——破茧成蝶困境儿童辅导计划”第2
期，邀请海南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开
展数学志愿活动辅导。

据介绍，寒假期间，两单位还将为
孩子们策划一系列充实而有趣的活
动。其中包括提升沟通技巧的课程，帮
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未成年人保护普法知识宣传，增强他们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漫画
说法

考试不理想
心情很差怎么办？
一名高二学生咨询：我考试不

理想时，心情会很沮丧，也不想学
习。我平时学习的时候遇到难做
的题，要是想了几遍还没想明白，
也会感觉很挫败，也不想学习了。
我应该怎么改变这种心态？

答：亲爱的同学，我能感觉到你
是一个努力学习的学生，因为你即
使遇到了难题，还是会想上几遍，而
不是直接放弃不学了，这一点值得
表扬！

面对学习方面的难题，我有两
个方法，供你参考。

一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如果我
们不把难题当成难题，而是当成我
们进步的阶梯，想着如果难题解决
了，我将会得到更大的进步，会有什
么不一样呢？

二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一步，确定目标。比如你期待自
己具体考到多少分呢？第二步，明
确已有资源。相信你已经有了很
多好的学习方法，那这些方法是什
么呢？如果把这些方法用在难题
上，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三
步，明确困难。看看自己在学习上
具体存在什么困难，是老是记不住
知识点，还是难以理解呢，或者是
其他困难呢？第四步，寻找更多资
源。你的成长离不开父母、老师、
同学的关爱和支持。你期待他们
在你的学习上给你什么样的帮助
呢？请勇敢表达出来，相信大家是
乐于陪伴你成长的。

（陈婷整理）

本期指导专家：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督导心理教练 师咸卿

本报心理咨询联系信箱：
fzsbhm@163.com

在海口府城中山南路一家水吧，一名学生在刷短视频 记者覃创源 摄

▲

心理驿站

作为一名司法警察，我从 2013 年开始接触未成
年服刑人员并对他们开展心理咨询工作。今天，我
暂且把心理技术及方法放在一边，分享咨询室中那
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一起看见负面情绪和不合
理认知、行为背后的心理推动力。

2019 年，我对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服刑人员王某
开展辅助心理咨询。他 16 岁时在计程车内持刀抢
劫司机极少量现金并让司机报警，“如愿”入狱。
在前后 11 次的咨询中，他讲述的梦境大多关于孤
独、绝望与死亡。

他还时常想起一个童年情境——正月十五，他
拿着父母送的模型飞机在屋子里嚷着“咻、咻、咻”，
父母拖着行李箱过来对他说，得赶回去工作了，他大
哭并抱着母亲的腿，可父母还是匆忙离家了。

他说，自己童年时几乎每个除夕都在村子里的
鞭炮声、电视机里联欢晚会的歌声以及奶奶的鼾声
中孤独度过。

后来，他对父母什么时候回来和离开已不在
意，对于他来说，父母回来就预示着即将分离，父
母给他捎带的东西也意味着分离前的“补偿”。他
常做一个梦——一个女人背对着他，抱着小孩，孩
子在啼哭，女人无动于衷看着前方。没错，这个女
人是他的妈妈，婴儿则是小时候的他。

在无法用言语准确传达情绪的童年里，分离的
苦痛和对父母无尽的思念淹没了他，也时常提醒他
——自己是不值得他人破例的、是不值得他人逗留
的、是不值得被爱的。成年后，没有归属感的他选
择将自己“流放”在监狱里，将父母拒之门外，也将
自己埋进了心灵的荒漠。

然而，当我向管教民警了解王某的情况时，我
发现王某的父母又有着另外一种形象。例如在他
服刑期间，父母从北方奔波到海南监狱只为见他一
面，每个月跑遍书店寻找他喜欢的科幻小说并邮寄
到监狱。虽然儿时的除夕夜，父母不在家，但平日
里只要工闲就会回来看他。初中时，父母已有能力
把他接到城里一起生活……但在他的回忆里，却满
是悲伤和孤独，他拒绝父母为其邮寄的书籍，对与
父母的见面毫无期待。

其实，在社区青少年的咨询工作中，我发现许

多孩子的心理活动和王某类似，他们中有的创伤源
于过往经历的大事件、大事故，但也有一些孩子的
情结源于过往几个画面、场景的叠加。

当许多家长了解到孩子这些埋藏多年的回忆片
段时，往往感到惊愕、伤心。他们觉得自己是爱孩子
的，疑惑为何这些爱有时竟抵不过早年的创伤。

作为咨询师，我们确实看到父母为孩子所付出
的精力和时间，与咨询室里孩子所描述的父母是不
一样的。或许有人会说，现在的孩子矫情、玻璃
心、抗挫能力差。其实不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
自己的“心理现实”。即在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
根据所处环境和当时认知水平的不同，构建出自己
的“心理现实”。这种“心理现实”是相对稳定的，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是最不易被觉察、反思和
改变的。一些我们常说的“i”人、内倾性格的孩子，
天生敏感细腻，更会对一些情境进行“心灵加工”，
若当时构建出来的是悲伤的故事，那么长大以后，
当生活中一些相似情景、事件发生，孩子往往不会

“活在当下”重新验证思考，而是被拽回到“心理现
实”中，不断“加固”原有的悲观看法、观念、认知，
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甚至因无法排解情绪而作出
过激或违法行为。

有没有办法改善这样的局面呢？或许父母可
以和孩子一起回忆过往，以好奇的心态问问孩子在
成长过程中有没有特别委屈、伤心或愤怒的时刻，
然后以不评判的态度共情孩子，坦诚父母自己在那
时那刻的处境和想法。当然，要做到以上的前提是
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倾听孩子。

在与青少年开展咨询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们
大多纠结这类问题“为什么你看不见我？”“你真
的看见我了吗？”

这不禁让我们反思，我们忙着给家里生火做饭
赚钱添物，忙着给孩子规划如此那般的人生，却唯
独“看不见”孩子的简单需求。

孩子这一生，最大的底气来自于父母的“看
见”，在护“未”前行的路上，你那一道无条件积极
关注的目光，便是孩子向好向善的心理推动力！

（作者：詹丽源 海南省预防犯罪研究所一级
主任科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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