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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后”社交

学泡在网上聊聊天或者打游

戏；成绩不好的，可能手机被

没收玩不了”。

记者在和多位“10 后”

孩子交流后发现，五年级前后

似乎是一个接触手机的节点。

在那以前，他们更多使用的是

电话手表。诸如疫情这样的客

观因素固然有影响，每个孩子

的家长又有自己的考量。

14 岁的上海女孩轩轩就

是在自己五年级时从父母那拿

到了一部旧手机。轩轩妈妈告

诉记者，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孩

子自己用手机查询每天的作业

比较方便，“之前尝试让她在

我和她爸爸没回家之前，找爷

爷奶奶用手机看作业，但有时

候老人操作不熟练，干脆让她自己

用手机了”。

没想到，这部旧手机让轩轩有

了和陌生人社交的经历。不久后，

轩轩妈妈发现女儿居然有了自己的

小红书账号。轩轩喜欢二次元文化，

偶尔更新的小红书笔记，大多和二

次元相关。由于内容高度垂直，轩

轩通过小红书认识了一些有共同爱

好的网友。后来在一次线下活动，

她还和网友成功“面基”。“一开

始听说要跟网友见面，我们家长肯

定担心，怕对方是骗子。最后我陪

她一起去了，见面后发现那个小朋

友也是妈妈带着一起来的。”

当孩子们日常接触的电子产品

从电话手表转向手机，也就拥有了

更多线上社交的可能性。不过，仍

然有许多孩子至今不被允许使用手

机。同样是五年级，在安徽上学的

晨晨告诉记者，自己直到今年才开

始用平板，而班上大部分同学和自

己一样，大家都没有手机。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手机

使用情况各不相同，但是短视频对

于当下小朋友的影响可谓“无偏差”：

无论自身学习成绩好坏，无论是否

有主动社交意愿，无论有没有自己

的手机，小朋友们都会想办法刷短

视频。

短视频不仅是课余的消遣，更

是为小朋友们在游戏之外提供了不

少社交话题。从早先的“科目三”

再到近日的“沙威玛”，借助短视

频无孔不入的传播，网络流行梗几

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生活在网络时

代的小朋友。家长为小朋友不知何

时学会了最新的“网络黑话”感到

震惊，然而事实是如果小朋友不了

解这些“黑话”，很难融入同龄人

社交圈。

在天天妈妈眼中，女儿懂得自

主学习，成绩表现也令家长放心。

然而天天主动告诉了记者一件她的

“黑历史”：一年前假期的某个晚上，

原本应该睡觉的时间，她拿起放在

枕边的手机，趴在床上，开始浏览

短视频。她一直刷到凌晨 2 时，直

到被中途起床的妈妈推开房门发现。

在房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双方彼此

都很惊讶，妈妈没想到平常几乎不

会在手机上耗费时间的女儿，会对

短视频如此着迷。

晨晨妈妈也告诉记者，尽管儿

子没有手机，但他会在节假日偶尔

使用父母的手机。在这非常有限的

时间里，他通常都会用来刷短视频，

“有点防不胜防”。

越来越短的课间，
越来越多的独处

一方面，手机代表的是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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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开幕式上，中小学

生们聚精会神地玩手

机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