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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思录录

重视疫情下儿童面临的重要机遇

父母如何当好父母如何当好““数字家长数字家长””？？
当当““儿童网红儿童网红””成为现象级成为现象级

■ 陈若葵

在前不久民政部举行的 2020 年第四季度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
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我国将从轻度
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另据联合国人口署预
测，我国每年新增老年人口800多万，到2050年
老年人占比将达30.8%，约为4.3亿人。

庞大的老年人群体，使老有所养成为日渐
突出的社会问题。诚然，一些老人会选择养老
院、社区养老机构安度晚年，但是，更多老人或
受客观条件限制，或抱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
草窝”的执念，希望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
坚持“养老不离家”。有调查显示，90%以上的
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

然而，即便足不出户，老年人同样面临着安
全威胁，诸如磕磕碰碰、滑倒摔伤、被家具棱角
伤到，或因腰酸背痛、手脚不灵便，拿取低柜或
顶柜中的物品时受伤……由于无障碍设施普遍
缺失，以及早年的室内装置已经不适应老年人
的身体状况了，其居家空间内暗藏着大大小小
的隐患，随时有可能给他们带来人身危险。据
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已成为我
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根
据测算，我国每年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
1次跌倒，其中约一半发生在家中。这个数字
着实令人触目惊心。

如何让老年人在家中享受舒适、舒心的晚
年生活，使子女不为年迈父母的健康状况和意
外伤害担忧，安心工作、踏实生活，居家适老化
改造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所谓居家适老化改造，就是考虑老年人的
身体机能和行动特点，对老年人原有居住空间
进行个性化设计，并改造出适合老年人起居、使
用的家居空间，解决老人在居家养老中的安全
隐患，提高居家生活的便利性及舒适度。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医院、公园、
餐饮、超市等公共场的所适老化改造成果正逐
步显现；北京、上海、四川、广东、江苏、辽宁等地
政府部门也将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民生工程，
对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重度残疾、无子女老
年人家庭进行居家适老化改造。

2020年7月，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全国老龄办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实施
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提出
在2020年年底前，采取政府补贴等方式，对特
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十四
五”期间，继续实施这一项目。

相对于特殊困难老年人群体，普通老年人
数量可谓大之又大，且人数仍在持续增长。而
要将这个群体的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政府工
程，无论从人力上还是资金上，在短期内实现都
有一定困难——目前政府的财力水平还无法将其完全纳入养老基金
体系。因此，对于多数老年人来说，居家适老化改造、特别是个性化
居家适老化改造，其费用需要包括自己和子女在内的家庭来承担，并
投入相当的精力。

这个投入是值得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超过80%的老人居住
在超过20年房龄的住宅中，已有生活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安全性
差、功能性差、舒适度差，难以保障老人的安全和生活品质。有专家
提出，每位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其家庭都应该进行适老化改造，一
次改造可以为老人服务20至30年，这种通过改变生活环境减少高风
险伤害的方式，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具体体现。

适老化改造如何走入家庭？
相对于出钱出力，老年人及其子女更新观念，加深居家适老化改

造的意识是第一位，这需要社会相关舆论宣传的内容具象、细致、可
操作、接地气。同时，也需要政府或企业通过打造“样板间”等方式，
将居家适老化改造的范例呈现在民众面前，使之直观地看到改造效
果和给老年人带来的便利。

在观念的改变上，子女要未雨绸缪、主动了解改造的具体内容，
劝说父母克服不服老、认为代价太大舍不得花钱、不值得改造、怕麻
烦等心理。让父母相信，通过对家中的空间设计、家具细节、卫浴设
施等方面进行适合其身体健康状况、能力水平的调整、改造，如在卧
室、厨房、卫生间地面铺设防滑砖或者防滑地胶、在居室内有台阶、门
槛或有高低差的地方铺设坡道，能保证路面平坦、各个空间平整衔
接、无高低差，避免滑倒摔伤，方便轮椅通行；在床边安装护栏或抓
杆，能辅助起身、上下床等，父母能在舒服、实用、低风险的家中生活
得更可心。

一次改造，既体现儿女对父母的孝心，也是对自己的“解放”——
能让自己放心、省心。当然，要想真正把这项改造做到位、达到理想
效果，除了地面处理、安装感应夜灯等基础设施的改造，还有很多私
人化的细节，应因人而异。改造的重点要紧扣父母的需求，否则，就
失去了其意义，甚至为父母的生活增添障碍。

因此，居家适老化改造的重点不在于具体的实施过程，而在于前
期评估，即需要子女在把握父母目前健康状况的前提下，花点心思了
解父母在日渐衰老过程中不断变化的需求，即近期和远期需求。为
此，子女可以参考北京市朝阳区2019年编写推出的北京首部《居家
改造适配评估标准》等一些指导性文件，结合部分成功改造的案例，
设身处地为父母着想；聘请专业人员，和他们沟通父母的身体状况、
居家环境、生活习惯等基本情况，便于专业人员准确评估，进而提供
有针对性的设计方案，确保父母的居家适老化改造一步到位。比如，
在卫生间坐便器旁边安装扶手、安装助浴凳要考虑父母的身高等等。

而在适老辅具的选择上，也要慎之又慎。比如，在电商平台上，
一个助浴凳的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都自称“适合老年人使
用”。在缺乏产品行业标准和选购指导的情况下，子女挑选时应货比
三家，尽量选择大品牌、安全性强、耐用性好的商品。同时，要挑选售
后服务有保障的产品，确保装了能用、坏了能修。

个性化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还包括给父母配置适老化家居用品。
比如在家具选择上，突出实用、简洁的原则，尽量靠墙摆放，留出更大
的活动空间。替换掉家中可能对父母造成意外伤害的折叠、移动家
具。也可以在卫生间安装多功能智能马桶，让老人的日常如厕和清
洁更安全、便捷。如果父母行动不便、需要护理或半护理，子女购置
一张具有背部升降、脚部升降、侧身抬高等功能的床，能方便老人起
身和调整躺卧姿势，提升舒适度。

总之，老人自觉和子女孝心是推广居家适老化改造的关键突破
口，子女对父母的生活越上心，就越能发现更多的改造细节；而家庭
认知和亲力亲为，与政府的支持、社会大环境的改善协同一致，能有
效转变老年人家庭的观念，全面提升更多父母的晚年幸福指数，确保
在家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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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
记者 周韵曦

随着网红行业的发展，一些家长也
纷纷加入“云养娃”，想让自己的孩子跻
身于“儿童网红”之列。

“儿童网红”成为现象级背后的深层
原因有哪些？家长培养，甚至迫使自己
的孩子成为“儿童网红”，可能会对孩子
造成怎样的伤害？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
儿童的网络保护和相关监护人的监督，
还需填补哪些漏洞？近日，中国妇女报·
中国妇女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儿童正成为网红行业中的主角

打开抖音等小视频app随意刷一
刷，你很难不注意到这样一群孩子：

有的还不会说话，就被大人在镜头
前不停地打扮、换装；

有的尚在牙牙学语，却已经习惯了
吃饭时要始终面对镜头；

有的还在学龄前，却能模仿大人口
吻流利讲出网络流行的搞笑段子；

……
总之，在“成人网红”所从事的吃

播、直播带货等社交电商形态中，都能

找到儿童的身影。这些孩子中，很多还
未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却已被数百万粉
丝所熟知。如今，一些儿童正成为网红
行业中的主角。

“孩子们很‘萌’，这是特别容易打
动别人的特质”，在《罗辑思维》《凯叔讲
故事》前创始合伙人、网红孵化专家史
洁看来，孩子的天真和纯真天然会被大
众所喜爱。

回溯“儿童网红”现象的发展，史洁
梳理了几个关键节点：2014年韩国一
档KBS 2TV真人亲子秀节目《超人回
来了》开播，节目中的童星宋民国凭借
表情包迅速在亚洲火了一把；多档国产
亲子类真人秀节目把明星子女和素人
萌娃放在镜头下，使得国内大众视线和
娱乐热点长期聚焦在这些孩子身上；在
淘宝童装店当童模的孩子们因被媒体
爆出收入不菲，也让很多家长将“晒孩
子”看成一种生财之道。

“一方面，一些家长认同‘读书无用
论’，将成为网红看作是成功的捷径。
另一方面，当前直播带货行业的兴起，
加上大型电商平台都需要挖掘大量能
展示儿童产品的童模，随之产生的渠道
和机会，也激发父母朝这条道路培养孩
子。”史洁分析，这些因素带动、启发了
家长普遍认为：自己的孩子能成为网
红、并能实现流量变现。

对于儿童成为网红的利弊，鲸鱼熙
理教育咨询平台首席专家、北京电视台
卡酷频道特聘心理指导师李晶莹认为
不能一概而论，“有一些‘儿童网红’传
递的内容大多关于探索和思辨，以及自
己努力拼搏的过程，这样的内容能让那
些通过网络看世界的同辈获得一个正
向的坐标。”

但也能看到，一些“儿童网红”在家
长的引导下，传递出不少负能量，李晶
莹无不担忧地说：“一些有关三俗（即庸
俗、低俗、媚俗）、物质化的内容，传递出
可以不劳而获的观念，非常影响孩子们
价值观的形成，很多孩子会因此而认同

‘学习无用论’。”

“过度消费”儿童损害其身心健康

当有网友质疑“儿童网红”是否被
“过度消费”时，家长往往这样辩解：孩
子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出名还应
趁早。

在史洁看来，这不过是家长的一厢
情愿。她直言，“对于成为网红，孩子的
意愿普遍没那么强烈，基本都是家长在
运作。她对“儿童网红”并不看好。

记者在查看抖音一些儿童网红的
账号时发现，镜头前，是父母不断引导
自己的孩子在镜头前充分表达展示，甚
至让孩子自己举着手机生涩地录制视
频或直播；镜头后，这些账号往往都开

设了商品橱窗，销售视频中孩子用到的
服饰、餐具、食品、玩具、书籍等儿童产
品。一些账号还被评为“优质视频创作
者”。

“在互联网时代扁平化的社交模式
中，原本需要特定的载体才能展示自己
的传统方式，被人人皆是内容生产者所
替代。当素人在网络中通过展现才艺
获得大量的商业价值，就会形成商业闭
环”，史洁认为，特别是“当孩子的商业
价值一旦得到体现，家长便会源源不断
地向其中投入资源。”

成为网红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李晶莹最担心的是，这些“儿童网
红”是否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当孩
子被曝光在大众面前时，这会给孩子带
来极大的危险和隐患。除了隐私泄露
可能导致的人身安全问题，网络暴力也
会随时发生。当孩子成长到具备一定
意识后，这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伤害，
我们无法预期。”

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教育政策与法
律研究院副教授罗爽认为，如果是家长
强迫孩子成为网红、利用孩子来盈利，
这无疑是物化儿童的行为，是一种严重
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她进一步说明，从法律层面来讲，
去年年底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四条提出了应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具体要求；第十六
条要求，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应当履行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
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关注未成年人
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保障未
成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
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
动等监护职责；第十七条要求，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利用未
成年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罗爽说：“当家长强迫、促使孩子成
为‘网红’，可能会伤害孩子的生理健
康，如媒体报道‘3岁女童被父母喂到
70斤当吃播赚钱’；其次，这种行为会在
思想意识社会化层面，对孩子未来的职
业观、消费观、人生观的形成造成不利
影响，甚至让孩子形成一种以丑为美、
以畸形为美的不良审美情趣；再次，这
种做法不利于孩子行为的正常社会化，
让长期沉迷虚拟世界的孩子难以融入
真实世界。”

罗爽建议，应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关
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制度框架下，通
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作出更具有
针对性和操作性的规定，比如应明确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
胁迫、引诱、教唆、纵容利用未成年人从
事营利性的网络活动；相关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网络服务提供者等，应自觉

落实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
规定，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
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
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
关部门报告，对家长有实施严重损害被
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应依法向法院
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引导家长自觉成为合格的“数字家长”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单设了
第五章网络保护，受访专家们普遍认
为，当儿童在网络中被消费、被物化，与
其谴责平台，更重要的是有力有效地教
育、监督监护人、使其履行好相关责任。

史洁曾遇到过这样的孩子：“聊天
中，孩子的话语中夹杂着大量抖音用
语。”这样的经历让她不禁感慨，“孩子
们是一颗颗种子，是我们社会的未来，
家长过早地将孩子引上一条平庸化、泛
娱乐化的成长轨道，会抑制孩子的探索
能力、认知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对孩子
的学习、成长造成非常大的不良影响。”

有研究表明，0~6岁是孩子认识世
界、建立正确价值观的年龄。“一些家长
认为孩子年龄小不懂事、随意鼓励孩子
在镜头前搞怪或做吃播赢得关注和奖
励，这会让孩子将这样的表现等同于有
价值，从而使其自身发展受到阻碍和创
伤”，李晶莹表示，“到了青春期，孩子就
会在这件事上进行切割，要么彻底变成
被物化的机器，要么脱离父母，与其在
亲子关系中出现强烈冲突。”

李晶莹建议，“家长应调整自己的
价值观，不以牟利为目的育儿，同时和
孩子充分讨论孩子的发展和对未来的
预期，为其树立正确的目标，防止孩子
背离自己终身学习的发展路径。”

当家中拥有一个“儿童网红”时，李
晶莹建议，家长应时刻关注孩子的心理
健康，不破坏孩子终身学习的能力、习
惯和路径，并明白：成为网红只是孩子
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性。

在近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的家庭教育法（草案）中也规定，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实施
家庭教育过程中，不得胁迫、引诱、教
唆、纵容、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法律
法规和社会公德的活动。

随着家庭教育法的即将出台，罗爽
建议，应加强对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

“很多家长做出类似不当行为，实际上
是家长自身网络素养和法治观念缺乏
的一种表现。在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
指导时，必须要回应当下网络社会提出
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提升家长的网络素
养和儿童权利保护意识。”罗爽认为，政
府、社会和学校都应当同时也具备有所
作为的能力，引导家长自觉成为合格的

“数字家长”。

2月17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
主任亨丽埃塔·福尔在其年度公开信中
指出，重振世界对于疫苗的信心、解决
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所面临的重重
挑战、消除歧视、应对气候变化，以及
弥合数字鸿沟是全球儿童面临的五
大机遇。

在谈到疫苗时，福尔称，在与各国
政府、合作伙伴以及捐助者合作支持全
球疫苗采购、运输和分配的同时，我们

必须建立对疫苗的信任，让公众能够接
受疫苗。

关于心理健康，福尔称，2019冠状
病毒病导致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障
碍呈上升趋势，这一点十分令人担忧，
因此她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采取措施：

“各国需要为应对心理健康问题投入足
够的预算，大幅增加在社区和学校中为
儿童青少年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与支
持，同时结合相关的养育项目，确保弱

势家庭的儿童在家中就能获得所需的
支持和保护。”

关于弥合数字鸿沟，福尔表示，全
球范围的封锁隔离让数字鸿沟固有的
不公平现象暴露出来。2020年学校停
课高峰期，全球约30%的学龄儿童无
法进行远程学习，这其中有一些儿童
本来就难以获得优质教育。她呼吁：

“重新构想教育”并弥合数字鸿沟，利
用数字工具来重塑教育，向未来大步

跃进。
福尔在公开信中写道：“国际社会

必须致力于实现优先投资于儿童和儿
童权利的包容性复苏”“让我们秉承帮
助每一名儿童重绘美好未来的使命，加
强紧迫感，成为儿童青少年身后的坚实
力量，为他们创造机会，帮助他们点燃
梦想，并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提供全方位
的支持。”

（小尘）

新闻速递速递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家视视界界

如今，打开抖音、快手等
小视频app，我们能看到不
少萌娃的身影，而出于多种
原因，越来越多儿童被父母
推到镜头前，小小年纪便当
上了网红。他们有的通过自
己努力拼搏的过程，让同辈
获得一个正向的坐标；但是，
也有一些“儿童网红”传递出
不少负能量。而且，被曝光
本身，也有可能给儿童带来
诸如隐私泄露、危害人身安
全等隐患及威胁。

儿童是社会的未来也是
家庭的未来。因此，应如何
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
状况和情感需求，关爱、呵
护、理解、尊重孩子，培养其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保
障其身心健康，而不是在网
络世界中物化、消费儿童，利
用他们牟取利益，过早地将
孩子引上一条平庸化、泛娱
乐化的成长轨道，是家长们
最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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