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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西方国家普及

电视后不久! 学界

已经开始着手研究

媒体传播色情"暴

力之类不良信息对

未成年人的影响#

研究表明!不

良信息影响程度取

决于未成年人的日

常精神状态和家庭

关系状态! 具体影

响有多种可能性$

孩子可能产生恐惧

情绪%做噩梦!甚至持续时间较

长的创伤性恐惧记忆! 极少数

情况下会出现模仿行为&

心理咨询师高璇解释!在

画面%声音和文字三种传播形式

中!低幼儿童最易受画面影响!

因为依儿童发展心理学判断!孩

子直到八至九岁!都是'画面处

理信息优先(!画面产生的影响%

在孩子记忆中储存的时间比文

字和声音长#实际后果可能是因

为无法理解和处理观看恐怖画

面后的害怕和焦虑!孩子出现睡

眠障碍# ! ! ! !“毒动画”悄然流入国内，多个
视频平台着手专项清理。对这些披
着卡通外衣的“精神垃圾”，专家建
议，视频平台方面，强化人工智能
“算法”的同时应加强人工审核，以
开设让家长完全放心的全人工过滤
儿童视频精选频道；而家长也应该
对孩子经由电子产品接触的媒体内
容做到心中有数，别把孩子扔给“电
子保姆”。

疲于!打地鼠"

筛查有难度

在西方，“毒动画”或称“艾莎
门”，主要指视频分享网站-./0/12

上的儿童不宜视频。它们大多由成
年人制作，以经典卡通形象诱使儿
童点击观看，内容却包含血腥、暴
力、色情或诡异情节。&#!%年，广受
孩子们喜爱的迪士尼动画片《冰雪
奇缘》女主角艾莎公主成为这类视
频的主角，因而有人把艾莎与用以
描述丑闻事件的后缀词“门”（3452）
组成新词，即“艾莎门”（6784 9452）。
试想一下，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看到艾
莎公主做开颅手术，血腥画面会给他
留下什么样的心理阴影？
这些“精神垃圾”近一段时间来

开始流入国内，一度进入视频网站
儿童频道。更有甚者，包括动画及真
人的“本土”视频已然出现，部分视
频甚至有儿童出镜。全国“扫黄打
非”办公室目前已部署深入监测和
清查；同时，多个网站开始自查和清
理相关内容。
“毒动画”通常在未获法律许可

的情形下使用经典卡通形象，由匿
名用户上传，内容粗制滥造。为进入
搜索结果并引起用户注意，“毒动
画”大多配以欢快音乐和儿童笑声，
标题和描述也常包含卡通形象名称
及“教育”“学习色彩”“童谣”等关键
词，由上传者归入“卡通”或“教育”
类别，与正常动画混杂在“儿童频
道”中，除非家长“一陪到底”，粗看
无法发现异样。更让家长担心的是，
在社交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所含
“算法”推波助澜下，只要点开类似
视频一次，后续视频会源源不断推
送至用户。
“‘艾莎门’欺骗性地让儿童、家

长和管理工具相信它们是‘儿童友
好型’内容，让人相当不安，”美国技

术伦理学者戴维·瑞安·波尔格 &&

日说，“儿童在观看他们喜爱的卡通
形象作出猥亵或暴力行为后，可能
遭受心理创伤。”
长期以来，技术企业尝试借助

审核人员和人工智能算法筛查并删
除儿童不宜视频。但是，这就像玩
“打地鼠”游戏，要逐一打掉那些冒
出头的不良视频，作业量相当大。
“-./0/12 每分钟上传的内容达到
%$$小时，一秒一秒地审查每部视
频不可能，”波尔格说，“为简化流
程，-./0/12 等主要平台结合使用
人工智能工具、用户报告和版主。然
而，不少家长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
-./0/12儿童频道等完全由人工挑
选并审查，坏人正是利用这个漏洞，
故意把不良内容标记为看似适合儿
童的内容。”

潜藏利益链
网站需警惕

国外对于“艾莎门”的批评声最
早出现在 &$!:年年中，一年后它成
为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热门的主
题标签。美国社交网站“红迪”
;<2==>5?创建“艾莎门”社区讨论平
台，吸引数以万计用户参与。
不得不说，“毒动画”的恶意背

后潜藏一条外人难见的利益链条。
视 频 网 站 业 内 人 士 说 ，

-./0/12等国内外视频网站通行规
则是，只要视频点击达到一定数量，
就可以在视频上附加“贴片广告”，

上传者获得一定分成，网站自身同
样可以获利。
争议中，一些广告商发现自身

广告出现在“毒动画”上，与品牌定
位相悖，开始暂停向-./0/12投放
广告。压力之下，-./0/12总裁苏
珊·武伊齐茨基去年!&月宣布，将
投入更多人力筛查视频内容。&#!(
年，-./0/12所属谷歌公司的内容
审核人员将增至至少!万人，同时开
发新的人工智能算法，与儿童安全
机构合作。

-./0/12 一名发言人 && 日在
电子邮件中声称：“过去几个月，我
们有意识地采取措施，解决
-./0/12家庭内容视频面临的诸多
新挑战，包括更严格执行我们的社
区指南、对不当定位至家庭的内容
‘去货币化’并采取年龄限制，同时
把这些内容从 -./0/12 儿童频道
中删除。”

标准待调整
各方应协力

波尔格说，没有任何自动识别
工具能做到百分百准确。由于以图
像和音乐作伪装，“艾莎门”更难识
别；所以，为净化视频内容，“我们需
要负责任、积极响应的技术平台与
家长和孩子齐心协力……一旦有内
容被标记为具有攻击性，视频网站
必须快速反应”。
他说，家长自然希望所有儿童

频道的视频完全经由人工筛查，

“-./0/12 依照人人都是内容创作
者并能上传视频的想法构建，但可
能会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如果
我是 -./0/12运营者，”波尔格说，
“我会创建一些类似 -./0/12儿童
精选的内容，完全人工策划和过滤，
让家长完全放心。”

腾讯视频 &%日回应，打击“毒
动画”，腾讯应用了音视频指纹、6@
搜索等技术，以快速处置有害视频。
“针对少儿内容，我们将重新制定审
核标准和尺度，”腾讯视频表示，“我
们将运用人工智能;ABC学习有害的
视频样本，打击后续有害内容的上
传和传播。”

明确做规矩
家长要知情

“艾莎门”之所以让家长格外
恐慌，是因为“毒动画”混杂在正常
儿童动画片中，且色情和暴力行为
的主角涉及知名动画形象，隐蔽性
更高。

心理咨询师高璇认为，“毒动
画”虽然有蔓延趋势，但家长不必过
于恐慌：首先，如果家中平时沟通氛
围较好，孩子看到没有见过的画面
时，通常会问家长“这是什么”，这可
以引起家长警惕。第二，媒体中的暴
力色情画面让孩子恐惧焦虑后，只
要家长及时与孩子沟通，不会产生
久远心理影响。第三，研究发现，媒
体视频中的暴力行为，极少导致儿
童出现模仿行为，不会直接增加受
暴力和性犯罪者侵害的风险。
那么，如果发现孩子接触“毒动

画”之类视频，家长应如何处置？
" 注意孩子是否有恐惧情绪!

多陪伴孩子! 孩子晚上睡觉时可以

留一盏灯)

" 告诉孩子 '如果遇到害怕

的事情应该怎么做(!如调整呼吸%

向父母倾诉!转移孩子对恐怖画面

的注意力!同时教孩子应对恐惧的

方法)

" 带孩子欣赏美好画面!如画

面优美的绘本和视频! 多带孩子到

户外游玩!以驱逐%替代丑恶画面给

孩子留下的印象#

" 丑恶视频可能会激起孩子

的好奇心!让孩子'又害怕又想看(!

所以家长需要态度严正地 '立规

矩(! 明确告知孩子这类视频不能

看!如同告诉孩子'不能撒谎(一样#

这一事件还给家长提了一个
醒：对孩子平时使用电子产品和上
网时做些什么，父母必须“心中有
数”。在中国，很多家长把手机、平
板电脑当成“电子保姆”，为“省事”
而任由孩子自己玩这些电子装置，
不检查和过滤视频和游戏内容。一
些手机和网络平台，“就连最简单
的低幼儿童游戏，玩的过程中也会
弹出一些包含色情、暴力画面信息
的广告”。

高璇认为，家长让孩子接触新
媒体、包括看视频和玩游戏的前提
是明确规则：除限制使用时间外，
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孩子单独在自
己的房间里玩，必须（让他们）在家
长可以看到的场所，以便家长随时
监控孩子接触的视频和游戏内
容”。 林小春 周舟 沈敏

严防“毒动画”家长怎么办
披着卡通外衣的!精神垃圾"悄然流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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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莎公主*上+和米妮等经典卡通人物成为'毒动画(的主角 图 !"

儿
童
接
受
不
良
信
息

易
造
成
创
伤
性
记
忆

! ! ! !德国 德国教育机构和媒

体研究机构建议家长不要让孩

子在 !"至 !#岁以前独自玩游

戏和观看媒体节目& 在德国青

少年媒体指南网站上!'父母可

以做什么(的第一条是$父母要

了解孩子接收的媒体内容,

美国 美国是对儿童网络

信息保护较为严格的国家之

一& 从 !$$%年起!美国共通过

了 #部相关法律$-通讯内容端

正法.-儿童在线保护法.-儿童

网络隐私规则.和-儿童互联网

保护法.&所有法律的最根本出

发点!就是把儿童和成人分开!

严禁儿童在网上接触只有成人

才能接触的内容&

-儿童互联网保护法.对以

!"岁以下儿童为目标客户的网

站和有 !"岁以下儿童参与的普

通网站进行规范!对这些网站收

集 !"岁以下儿童的网上个人信

息等进行限制& 根据该法律!网

站在收集%保存或使用儿童个人

信息前!必须获得家长或监护人

同意&随后出台的修正案则将涉

及对象扩展到收集儿童信息的

网络插件和目标客户为儿童的

在线广告商等&

法国 法国政府在刑法中

规定$对传播青少年色情%暴力

图像的人! 判有期徒刑 "年和

#&'万欧元机构罚款&

不过!许多法国专家认为!

如果孩子不能自律! 任何技术

性的和人为的强制措施都不会

完全有效& 学校和家长必须担

负起教育孩子健康上网的任

务& 学校负责为家长提出可操

作建议$将电脑安置在客厅里)

常与孩子探讨上网经验! 了解

孩子上网的基本情况等& 家长

要负责与孩子制定家庭公约!

包括电脑放置的地方% 每人每

天使用电脑的时间及使用电脑

与学习% 体育锻炼时间的分配

等! 而且父母与子女双方都必

须遵守&

保护儿童安全上网
各国全力加强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