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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青少年模式下，家长应否设置“防拉黑”？专家表示——

良好的亲子关系大于技术保障

周女士的女儿小满今年 11岁，开学上五年
级。放暑假前，语文老师布置了预习和阅读课外
书的任务，数学老师建议学生每天练习计算题，英
语老师也提醒学生不要忘了复习课文和记单词。
眼瞅着还有几周就要开学了，可小满一点儿没有
要看书的样子，这可急坏了周女士，天天提醒女儿
学习，但是小满总把妈妈的话当成耳旁风。周女
士感觉自己快被孩子逼疯了。

周女士说，放假这一个多月，孩子整天上网刷
视频、打游戏，娱乐计划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完全
把学习的事情抛到了脑后。我看着真是特别着
急，提醒她要遵守放假初定下的暑假计划。这孩

子每次都是不耐烦地回我一句“知道了，我过两天
就学”。最初我还劝过、跟她讲道理，说的次数多
了，孩子也开始跟我顶嘴，甚至说我就是一个好面
子、只知道“鸡娃”的妈妈。看着孩子振振有词的
样子，我特别抓狂，却毫无办法。

12355天津青少年心理咨询热线首席心理专
家东玉林老师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好带、不好
管了，这是很多家长的心声。特别是放假的时候，
孩子在放松的状态下，很容易忽略本应遵守的规
矩，彻底放飞自我。因此，家长看到孩子整天捧着
手机、ipad或者一整天不着家，还把家长的提醒、
批评当成耳旁风，自然很难保持冷静。此时，最先
要做的就是停止重复提醒和讲道理，否则只会激
化亲子矛盾。

东玉林老师认为，喋喋不休、声嘶力竭和打孩
子是“抓狂”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家长不妨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重新理顺亲子关系。一是家
长要态度明确地跟孩子强调遵守时间的必要
性，遇到孩子毫无计划混日子和任性不守规则
的情况，家长一定坚持说“不”。二是家长与孩
子沟通的气氛无论多么剑拔弩张，家长都不要
打孩子，保持冷静的态度，因为打骂只会把孩子
越推越远。三是哪些规矩必须遵守，家长要明
确告诉孩子并坚决执行，不能因为孩子或沉默
或顶撞的行为而退缩。四是提醒孩子科学安排
作息时间、合理制定目标的重要性，当孩子拿网
上言论当说辞时，家长可以用平等交流意见的
方式，给孩子传达正确的三观。五是家长要正
视孩子接收各种信息又快又杂的现状，多与孩
子沟通互动，及时鼓励孩子的正向行为，纠正孩
子的偏激观点。

（据《今晚报》贾林娜）

据了解，微信“防拉黑”功能是在青少年模式
下设置：打开设置→青少年模式→开启→设置独
立密码→选择监护人→填写信息→点击青少年模
式监护人→选择监护人→发送→等待同意。设置
完成后，使用者如果想要把监护人一方加入黑名
单或者删除对方，系统就会提示已将对方设置为
青少年模式监护人，不能将对方加入黑名单或者
删除对方。

对此，不少家长对此功能抱有怀疑态度，本身
是软件产品经理的家长张先生表示，他没有对孩
子的微信设置“防拉黑”功能，“这个功能基本没有
太大作用，要线上‘防拉黑’，不如做好线下的亲子
关系维护。”

家长陈女士提出，孩子只是想在社交软件这一
小块空间里屏蔽父母，并不代表孩子一定会做什么
坏事，也不代表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存在多
少问题，强迫孩子接受可能会有反作用。同时陈女
士提出质疑，这个“防拉黑”功能，是否侵害了孩子
保护隐私的合法权益？

“防拉黑”功能，对亲子关系、未成年人隐私保
障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青少年网络素养教
育专家、广州市未成年人网络生态治理基地主任
张海波指出，线上监护和线下约定相结合才能真正
发挥作用，要明确亲子关系大于技术保障，如果没
有真实的良好亲子关系，靠技术监管只会适得其
反。此外，也要平衡家长监护责任和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个人隐私保护的关系。

“我们倡导加强未成年人、家庭网络素养教育，
就是让孩子从小跟父母线下约定上网的时间、上网
的内容，防止网络沉迷，坚持文明使用网络。”张海
波认为，孩子和父母线下约定形成良好的上网习
惯，亲子关系保持良好的状态，再借助于线上保护

青少年保护模式等网络工具，形成对未成年人上网
的监护和帮助，是必要和合理的。但如果父母在没
有跟孩子协商或者没有良好亲子关系的状况下，强
制使用线上的监护模式、“防拉黑”功能，可能不但
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会因此出现亲子矛盾，甚
至产生亲子冲突。

那么如何约定呢？张海波建议：第一，要从小
做起。当家长第一次把手机递给孩子的时候，就要
跟孩子约定使用时间。等孩子年龄稍大，慢慢地让
孩子来发起这个约定，然后父母作为帮助者和监督
者来执行约定。第二，约定内容并把关。可以大家
一起商量，决定共同感兴趣的内容，并帮助孩子辨
别不良信息，关注孩子的网络信息安全行为，帮助
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第三，保持良好沟通。对于不
同年龄段的孩子，家长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会有区
别，但总的原则是家长要跟孩子在线下保持良好的
沟通状态。

热心未成年人公益法律服务的广东冯大律师
事务所律师刘丽冬认为，父母只利用微信新功能
对自己子女进行“防拉黑”设置，在未超过法律规

定的范畴内去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通话安
全，是不构成侵权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章
“家庭保护”中，明确规定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所
应履行的权利和义务，如家庭对未满18岁的青少
年应依法履行对其监护的权利和义务，防止其身心
受到侵害。其中具体包括了不得放任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图书、
报刊、电影、广播电视节目、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
网络信息等。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的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依法承担责任；经教育不改
的，可依法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另行确定监护人。

“对于未成年人在网络环境或线下环境活动的安全
性，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是负有法定责任去实施监护
行为的。家长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侵害未成年人利
益，如法律规定受保护的财产权、隐私权，那么这些
防控措施都属于正常履行监护责任的范畴。”

刘律师强调，只要主体行为是存在于社会法律
规范范畴里面的，其人身自由、话语权自由等应是
在法律框架下、有一定前提条件的才成立。未成年
人要正确理解法律规定的权利，要在一个合法、安
全的范围内行使他们的自由权，基于未成年人的年
龄特点，其权利受法律保护，也要受家长的监护，家
长履行正当的监护职责，且不超出法律红线，都属
于正常的保护行为。 （据《信息时报》温倩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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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嘴不听话、学习抛脑后，放假后有多少家长被“逼疯”?

沟通要冷静 纠错要坚决
暑假过去大半，很多家长天天数着日子盼开

学。有家长直言：放假的这几周，孩子彻底放飞

自我，除了学习，对什么都上心，而且面对家长的

劝导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家长们软硬兼

施，却没什么效果。

建议：重新了解孩子，坚守立场规矩

讲述：孩子任性过暑假，家长抓狂无对策

家长心声：
对于“防拉黑”，不选择使用或不强迫使用

专家建议：
线上监护和线下约定相结合才真管用

律师观点：
网络平台上，家长也要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