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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青少年网络行为特点

及其引导策略

□谢玉进　曹乃馨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　要]    互联网是青少年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学习生活方式产生了深

刻影响。加强青少年网络行为研究，从整体上把握青少年网络行为的特点是当前加强和改进青少年工

作的题中之义，是新时代培育担当时代大任的有为青年的必然选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文中简称

CNNIC）从2007年至2015年发布了7次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专题报告，为深度挖掘和总结青少年网络

行为特点提供了数据支持，为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教育引导工作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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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Youth Network and Its
 Guid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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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is the main way for teenagers to obtain information, which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values and learning styles of teenagers.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teenagers’ network behaviors and gras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enagers’  online  behaviors  as  a  whole  is  the  essence  of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eenagers’  work  at  present,  and  it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cultivate  promising  young  people  who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in the new era.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 published seven special reports
on  network  behaviors  among  Chinese  youth  from  2007  to  2015,  providing  data  support  for  deeply  digging  and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enagers’ online behaviors, and providing basis for targeted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eenagers’ education and guidance.

Key words   teenagers; network behavior characteristic; guidance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

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

就有希望”[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对青少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对新时代青少年工作

提出了新要求。当下的青少年一代是“网络原住

民”的一代，离开互联网我们就无法认识他们，因

而深入把握青少年一代的网络行为特征是新时代加

强和改进青少年工作的关键。

一、青少年网络行为特点及变化趋势

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青少年

受互联网的影响更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很多

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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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2]。正视这个事

实就需要深入分析和把握青少年网络行为的特点，

准确研判青少年网络行为的现状。CNNIC自2007年
以来陆续发布的7次青少年网上行为专题报告，历

时近十年，样本覆盖全面，数据分析规范，有助于

我们从整体上揭示和提炼近十年来我国青少年的网

络行为特点及其变化趋势。

（一）青少年网民规模呈明显上升趋势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网民规模不断扩大。如图1
所示，2007年12月，中国青少年网民数为1.07亿[3]，

截至2015年12月，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已达到

2.87亿[4]。2008年，青少年网民规模增长速度已达

到56.1%，高出全国网民总体增速14.2个百分点[5]。

2009年青少年网民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从总体上

看，仍保持着较高水平。

从发展趋势看，青少年互联网渗透率逐年增

高，青少年网民占青少年总体比例和占总体网民的

比例均呈上升趋势。截至2015年12月，中国青少年

网民人数为2.87亿，占中国青少年人口总体的

85.3%，青少年互联网普及率相比同期全国整体互

联网普及率的50.3%高出35个百分点[4]，青少年已

成为中国最大的网民群体。

（二）网络使用呈现低龄化趋势

如图2所示，近年来，互联网在未成年人中普

及率持续增高，网络使用的低龄化趋势明显。2009
年，中国未成年网民占青少年网民总数的40.6%，

规模达7917万人[6]；至2015年12月，未成年网民规

模为1.34亿，占到青少年网民总体的46.6%[4]。总体

上看，2008～2015年间6～18岁青少年网民的网络

使用率始终高于19～24岁青少年网民的网络使用

率，2015年底6～11岁的青少年网民占比从2008年
的4.7%提升至11.5%，增长了6.8个百分点。

网络使用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告诉我们，关注低

龄网民识网、用网的情况，并加强针对性的教育和

引导是当前青少年工作亟待关注的课题。因为低龄

网民心智不成熟、好奇心极强，他们早期形成的对

互联网的认识和使用习惯容易对他们今后的网络观

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事实表明，当前的低龄网民在

网络使用中的娱乐化程度非常之高，如2009年，有

77.2%的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游戏，同比增长9.8个
百分点。小学生网民是网络游戏使用率最高的群

体，2009年玩网络游戏的比例达82.3%，与2008年
相比增长13个百分点[6]。如果不加强有针对性的教

育和引导，低龄网民势必误将娱乐当作互联网的本

质，并且深陷互联网娱乐的泥淖难以解脱，这将对

低龄网民的成长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关注

青少年网民触网的低龄化趋势，并加强针对性研究

有着突出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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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7～2015年青少年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

 

0%

10%

20%

30%

40%

50%

60%

6~11岁

12~18岁
19~24岁

4.70% 5.70% 7.00% 7.80%
11.60%

7.50%
11.50%

50.90%

44.30%

47.20%

45.70%
42.90% 42.80%

40.40%

44.40%

50.00%

45.80%

46.50% 45.50%
49.60% 48.10%

2008 2009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年份
 

图 2   2008～2015年青少年网民年龄结构

第 21 卷 谢玉进，等：我国青少年网络行为特点及其引导策略 · 61 ·



（三）家庭是上网的第一场所

通过分析CNNIC的调查数据不难看到，家庭始

终是青少年上网的第一场所。如表1所示，2007
年，青少年在家庭的上网率为57.2%，有近6成的青

少年网民选择在家上网[3]；2014年青少年在家庭的

上网率为90.3% [ 7 ]，达到历年来最高水平；2015
年，青少年在家庭上网的比例为89.9%[4]，仍保持

在较高水平。由此可见，家庭是青少年上网的第一

场所。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

许多家庭都具备了上网的条件。再加上移动互联网

在我国的迅速发展，手机、Pad等便携式上网终端

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这就让家庭日益成为越来越

重要的上网场所。互联网使用的生活化程度显著提

高。当在家里上网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时，青

少年必然耳濡目染，很早就开始接触手机、Pad、
笔记本电脑等终端，进而慢慢接触互联网，家庭也

就逐渐成为青少年上网的第一场所。这个“第一”

有两层含义：一是第一时间使用互联网，二是在家

庭投入的上网时间累积第一。这两个第一充分表明

了家庭上网对青少年网络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也

充分凸显了家庭对青少年上网进行教育引导的重

要性。

（四）手机成为上网的主要设备

由于智能手机具有携带方便、网络接入便利、

适用于碎片化的使用场景等特点，作为网络终端工

具更易受青少年青睐。如图3所示，2008年，青少

年网民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上网的比

例分别为49.7%、28.7%、89.6%[5]；2009年，三者

占比分别为74%、30.4%、69.7%[6]，手机设备的使

用率首次超过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2015年，青

少年网民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的比例

分别为90.0%、39.5%、69.0%[4]，手机逐渐成为青

少年上网的主要工具。

青少年把手机作为上网的主要设备，一方面突

破了时空的局限，增加青少年接触互联网的途径；

另一方面增大了管控难度，手机上网具有显著的隐

蔽性，青少年在更频繁接触互联网的同时，对他们

的自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家长和老师的有

效监督和引导提出了挑战。

（五）网络使用的深度加深

近年来青少年网民的网络使用深度在逐年递

增，一方面表现为青少年上网的时长增加，另一方

面表现为青少年的网络依赖感增强。首先，青少年

网民的上网时间远高于网民总体的平均水平。如

图4所示，2008年青少年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为14.6
个小时[5]，2013年达到20.7个小时[8]，至2015年青少

年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6个小时[4]，远高于网民总

体上网时长的平均水平。其次，互联网日益成为青

少年学习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重要工具，成为青少

年成长的重要平台和空间，他们对网络使用的依赖

感不断加强。2014年，58.4%的青少年网民对互联

网非常依赖或比较依赖，高于网民总体53.1%的比

率[7]。青少年网络依赖程度与青少年网民群体的年

龄成正相关，青少年的年龄越大，对互联网的依赖

程度越大。2014年数据还显示，小学生非常依赖互

联网的比例为7.6%，中学生为9.8%，大学生为

15.3%[7]，大学生的网络依赖感更强。

表 1    2007～2015年青少年网民上网地点

年份 家里 网吧 学校

2007 57.2% 47.8% 14.5%
2008 72.1% 57.5% 19.1%
2009 77.2% 49.4% 36.3%
2010 86.5% 48.1% 42.9%
2012 89.0% 34.3% 29.9%
2013 86.7% 27.4% 30.1%
2014 90.3% 24.4% 22.5%
2015 89.9% 24.2%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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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8～2015年青少年网民上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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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网络社交活动流行

青少年思维活跃，愿意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社交

活动，互联网以其特有的无地域限制和匿名使用的

特点，吸引了众多青少年网民进行网络社交。即时

通信、博客、论坛/BBS、社交网站是青少年网络

社交的主要工具。如表2所示，2009年，中国青少

年网民使用博客、论坛、社交网站和即时通信的比

例分别为68 .6%、31 .7%、50 .9%和77 .0% [ 6 ]；

2013年，青少年网民使用这四类网络社交工具的比

例分别为76 .7%、21 .4%、45 .7%、91 .1% [ 8 ]；

2015年，青少年网民使用论坛类社交工具的比例为

18.0% ，使用即时通信的比例高达92.4%[4] ，即时

通信在四类社交工具中居于首位。

青少年网民社交需求旺盛，在网络社交应用上

的表现较为突出，不同青少年网民群体的网络社交

情况有所不同，尤其是伴随着青少年网民学历和年

龄的增长，其网络社交应用的使用率逐渐提高。

2015年数据显示，几款社交应用中，即时通信、微

博、博客/个人空间和社交网站除在小学生群体中

的使用率低于总体网民外，其余群体的使用率基本

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学生网民在博客、论坛、

即时通信、电子邮件上的使用率最高，分别达到

61.9%、30.5%、98.3%、67.1%[4]，是网络社交类应

用的主力军。

（七）网络应用娱乐化、游戏化明显

青少年网民的网络行为娱乐化、游戏化倾向明

显。网络娱乐类应用是青少年群体最重要的互联网

应用，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

游戏、网络影视的比例均高于网民总体水平。

2007年，青少年网民对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

游戏的应用率分别为91.1%、82.9%、68.2% [ 3 ]；

2013年，青少年对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游

戏、网络影视四种娱乐型应用的使用率分别为

83.7%、45.0%、65.7%、72.9%，高于网民总体

73.4%、44.4%、54.7%、69.3%的应用水平 [ 8 ]；

2015年，青少年网民四种娱乐型网络应用的使用率

分别为80.2%、44.6%、66.5%、75.4%，分别高于

总体网民7.4、1.5、9.6、2.2个百分点[4]。

如图5所示，青少年网民是全国网民中网络游

戏的主力军，网络游戏的参与者呈低龄化趋势，

网民的年龄段越低，其网络游戏的使用率越高。

2014年，小学生网民跃居为网络游戏使用率最高的

群体，网络游戏的使用率达到70.9%[7]，是该群体

在各类应用中唯一使用率超过网民总体的互联网应

用。2015年，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非学生群

体的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游戏应用的比例分别为

66.3%、70.0%、66.1%、63.7%[4]，均超过全国网民

使用网游应用56.9%的平均水平。

表 2    2008～2015年青少年网民网络社交应用使用率

年份 拥有博客 即时通信 社交网站 论坛/BBS 电子邮件

青少年
网络社交

2008 66.8% 80.2% 20.5% 30.6% 68.6%
2009 68.6% 77.0% 50.9% 31.7% 56.2%
2010 74.1% 82.6% 62.0% 34.9% 55.0%
2011 71.9% 86.0% 57.7% 25.8% 47.2%
2012 65.0% 85.1% 55.6% 30.7% 46.3%
2013 76.7% 91.1% 45.7% 21.4% 37.6%
2014 44.4% 93.0% ----- 21.1% 37.8%
2015 37.6% 92.4% ----- 18.0%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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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8～2015年不同群体青少年网民网络游戏应用使用率

第 21 卷 谢玉进，等：我国青少年网络行为特点及其引导策略 · 63 ·



（八）二次元文化迅速发展

二次元文化指基于动漫、游戏、小说中的架空

世界形成的文化类型。网络小说、视频、游戏等作

为二次元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具有覆盖范围广

泛、受众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为二次元文化的

传播提供了基础和条件。2015年12月，作为二次元

文化传播载体的网络小说、视频、游戏的青少年用

户规模分别达到1.3亿、2.2亿和1.9亿[4]，二次元文

化在青少年群体中迅速流行开来。以《王者荣耀》

为例，《王者荣耀》是青少年中较为流行的一款网

络游戏，同时也是二次元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

《王者荣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为角色设定，

以“穿越时空”的架空背景，给角色人物设定了

“关公战秦琼”的舞台，是一款竞技对战类型的网

络游戏。李白、赵云、孙悟空、貂蝉、狄仁杰等人

物角色都出现在游戏中，但对人物经历和历史背景

缺乏严谨、正确的介绍，使得游戏内容与角色精神

被架空。游戏中李白成为刺客，名医扁鹊为用毒高

手，角色设定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差甚远，传统的

历史文化遭到歪曲，对青少年正确掌握中国传统文

化造成负面影响。

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社交平台的繁荣、青少

年支付能力的增强等为二次元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

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二次元文化对青少年成长

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让青少年在虚拟的网络空间

中，尝试表达自我、展开自我、重塑自我，使其获

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从而找到自己的精神和文

化归属；另一方面，长期受二次元文化及其构筑的

虚拟时空的影响，容易导致青少年价值观的混乱，

虚拟与现实的混淆，对青少年的身心成长带来深刻

的负面影响[9]。

（九）网络安全意识不足

近十年的数据表明，青少年网民群体对互联网

的信任程度一直高于网民总体水平。如表3所示，

2014年，青少年网民对互联网信息完全信任的比例

为3.8%，比网民总体的信任占比高0.6个百分点，

比较信任的比例达到56.3%，高于网民总体5个百分

点[7]。青少年的年龄与互联网的信任程度呈反比，

2014年数据显示，小学生对互联网上的信息完全信

任的比例最高，达到5.9%[7]，中学生的信任比例次

之，大学生完全信任的比例最低。与网络信任程度

高相对应，青少年网民对网络安全程度的评价也高

于网民总体水平。2014年调查显示，青少年群体认

为网络环境非常安全的比例为4.3%，比总体网民高

0.8个百分点，认为网络环境比较安全的比例为

50.3%，比总体水平高5.2个百分点[7]。

上述两项数据的比对表明，一方面青少年网民

对互联网空间充满了信任和期待，他们热情拥抱互联

网，对互联网非常友好和信任。但另一方面也侧面反

映出青少年对互联网空间的复杂性认识不够、研判不

够、准备不够，网络安全意识与相应的防范存在不足。
 

表 3    2014年青少年网民网络信任程度
 

信任程度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青少年总体 网民总体

完全信任 5.9% 4.5% 1.3% 3.3% 3.8% 3.2%

比较信任 50.5% 61.8% 59.6% 52.4% 56.3% 51.3%

不太信任 25.7% 29.7% 34.2% 38.1% 33.5% 37.8%

完全不信任 7.2% 2.8% 3.0% 3.6% 3.6% 3.9%

说不清 10.7% 1.2% 1.8% 2.6% 2.8% 3.8%
 

二、加强青少年网络行为教育与引导的

策略

CNNIC近十年来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专项调查

数据为我们总结青少年网民群体的网络行为特征提

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通过梳理，我们对青少年网

络行为的整体特征进行了宏观的概括，这为我们加

强和改进青少年工作，尤其是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青

少年网络行为的教育与引导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加强青少年网络行为研究，准确把握青

少年网络行为规律

从CNNIC近十年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专项调查

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青少年网络行为是呈现一定

群体特征的，青少年的网络行为也是可揭示、可把

握的。但目前学界的类似研究、相关研究明显不

足，研究力度不大，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尤其

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基础理论研究比较匮乏。这就

导致面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诸多问题，学界的发声

不多，提出的引导对策乏力。基于这样的现状，大

力加强青少年网络行为研究，深刻揭示青少年网络

行为规律势在必行。

其一，高度重视青少年网络行为研究。青少年

一代作为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互联网异常

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要了解青少年一

代，就必须深入研究他们的网络行为，这应成为共

识性的基本观念，并不断强化这一观念认同。其

二，以青少年网络行为的基础理论研究为牵引，切

实加大研究力度。青少年网络行为纷繁复杂，从现

象到现象很难把握青少年网络行为的一般特征，为

此，需要深入推进基础理论研究，解读青少年网络

行为的核心范畴，把握其基本矛盾、基本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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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础理论层面有效深化青少年网络行为研究。其

三，推进青少年网络行为教育研究。理论研究是为

了更好地指导实践，实践本身又是一个系统的复杂

工程，也需要通过研究构建教育与引导的机制、平

台、方法、模式等，尤其面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动

态变化，教育的与时俱进显得尤为重要。

（二）加强青少年网络理性教育，提升青少年

网民主体性

前文数据分析表明，青少年在使用互联网的过

程中普遍存在上网时长长、网络依赖程度高、娱乐

化特征显著等问题，这说明青少年对互联网的使用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自发状态，理性自觉不足，青少

年个体的主体性不强。

针对此，应切实加强青少年的网络理性教育。

所谓网络理性教育，就是通过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方

式对青少年进行网络理论课程的教育以提升其理性

认识和应用互联网的能力。这里所指的网络理论课

程主要不是互联网知识课程、互联网技术课程，而

主要是从形而上的层面认识和理解互联网本质及其

存在的课程。这类课程能够帮助青少年科学认识互

联网的历史、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与人的关系、

互联网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等，以此引导青少年确立

正确的网络观、培养良好的网络行为。当然，网络

理性教育与网络理论研究，尤其是网络基础理论研

究密切相关，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网络基础理论研

究的水平将决定网络理性教育的水平。应该看到，

目前我国青少年的网络理性教育尚存在较大的提升

空间，青少年识网、用网的自发状态还较为普遍，

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青少年网民主体性的提升。

为此，应把加强和改进青少年网民网络理性教育当

作亟待突破的课题抓实、落深。

（三）加强青少年家庭教育，增强网络教育合力

近十年的调查显示，家庭已然成为青少年上网

的第一场所。这意味着家庭成为影响青少年网络认

知及其相关行为的第一场域，进而要求父母应自觉

承担起引导和规范青少年网络行为的重要职责，父

母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及其网络行为习惯的示范，直

接影响着青少年的网络行为。

为此，应切实加强青少年家庭教育，在家庭层

面做好青少年触网的启蒙教育和正确示范。如前所

述，家庭是青少年上网的第一场所，父母是对青少

年进行网络启蒙教育的首要责任人。父母有义务引

导青少年在使用网络过程中理性地认识网络、正确

地使用网络、友好地与网络相处，同时，父母应做

好正确的用网示范，让青少年在触网之初便能充分

接触正确的理性认识和行为示范，从而为良好的网

络行为奠基。从目前状况看，青少年在家庭中接受

互联网的相关教育与引导并不普遍，家长们并没有

充分意识到家庭对青少年正确网络观的形成及规范

网络行为的养成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相当程度上

存在家庭教育缺席的状态。要改变这一现状，一方

面应充分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从观念层面让广

大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网络成长的重大影

响，高度达成理性开展家庭教育的共识；另一方

面，家庭教育不能单打独斗，而应与学校教育、社

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构建有效的互动机制，使得

三者相互支撑、共同发展，形成显著的教育合力。

（四）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营造清朗网

络空间

网络空间信息海量，价值观念多元，多样意识

形态交融交锋呈现鲜明的斗争态势。青少年在网络

空间中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而且他们对互联网信任

程度高，他们乐于社交、长于网游、青睐二次元文

化，可以说，青少年深受互联网文化的影响。网络

游戏是青少年使用率最高的网络娱乐应用，同时也

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游戏中传递的文

化价值观对青少年成长产生重要影响，健康益智的

网络游戏向青少年传递积极健康的价值观；而充斥

暴力、色情、二次元文化的网络游戏会严重危害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这凸显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与管

理的重要性。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首先应加强顶层设

计，明确在网络空间中要弘扬什么、发展什么，明

确文化建设的定位、功能与方向，为青少年成长建

设正能量充沛、资源丰富、形式多样的网络文化；

其次，应加强内容建设，网上网下共同发力，既大

力推动传统优秀文化的网络化，也大力发展网络空

间中孕育的网络新文化，使得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

内容被青少年普遍占有；再次，应加强网络空间治

理，打造法治化网络空间，消除不良信息的干扰、

影响，为青少年网络成长提供清朗的网络空间。最

后应突出青少年专属网络文化的建设，使符合青少

年身份、群体特征、喜好和需求的青少年网络文化

作品大量涌现，充分满足青少年日益增长的网络文

化需要，打造越来越多的文化精品[10]。

（五）加强青少年网络法治教育，提高青少年

网络安全意识

调查表明，青少年网民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明

显高于网民总体水平，而且他们的上网时长和互联

网依赖程度也明显高于网民总体。这意味着一方面

青少年热情拥抱互联网，对互联网有着很高的接纳

度和依赖度，面对复杂的网络空间他们略显“单

纯”；另一方面青少年乐于在网络空间的生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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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影响更为深刻，网络空间的有序与否对他们

影响重大。鉴于此，我们应当帮助青少年准确把握

网络空间的现状，充分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

能够自觉应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也能够自

觉遵守法律以规范自身行为。要达成这一目的，就

需要将青少年网络法治教育提上议程，并且加大教

育和宣传的力度，切实提高青少年网络法治意识和

网络安全意识[11]。

加强青少年网络法治教育，应注重从如下三方

面着手。一是在观念层面强化网络空间的法治观

念。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它的良序运行有赖于

强有力的秩序规范，那就是法律。青少年用网的

“高娱乐化”容易使青少年的娱乐思维冲淡法治思

维，自由放任冲击行为的有理有节，从而导致其网

络行为自由散漫、我行我素、随意任性，针对此就

需要特别强化法治观念教育，形成正确的思想认

识。二是在情感层面强化责任共识。认同往往是有

效行为的前提，青少年网络行为的良性发展有赖于

他们对网络空间秩序要求的情感认同。如果缺乏情

感认同，光靠外在的强制力约束，青少年很难形成

依法行为、依德行为的自觉，很难实现外在规约的

自主内化。针对此，应积极培养青少年对网络空间

秩序要求的情感认同，自觉形成向内反诸己的责任

共识，确立网络空间是否风清气正与每个网民、与

我自己密切相关的信念。三是在行为层面强化风尚

引领。互联网的未来在于青少年，他们作为“网络

原住民”一代，理应更“懂”互联网、更“爱”互

联网，也更多地受益于互联网，进而他们也应当为

互联网的未来承担更多的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青少年网络法治教育告诉他们的不应只是守住

底线，更需要鼓励他们积极地引领网络空间的风

尚，有力地建筑互联网世界的美好未来[12]。

三、结语

CNNIC近十年的数据为我们揭示我国青少年网

民的行为特征提供了数据支撑。通过数据的整理我

们看到了近十年来我国青少年网民的“群像”，他

们热情拥抱互联网，不仅网民数量持续增长，而且

触网的低龄化趋势明显；他们深度地使用互联网，

不仅在上网时长上不断增加，而且对互联网的依赖

感也持续增大；他们尽情地“玩网”，娱乐化的应

用深受青少年青睐，二次元文化广受青少年喜爱；

他们单纯地“信网”，他们对网络安全的意识和相

关行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他们主要在家里上

网，家庭是青少年上网的第一场域，手机是青少年

上网的主要终端。面对这样的青少年网民群体，教

育与引导应该进行有针对性的体系化地建构，应突

出以理论研究为先导、以主体性提升为根本、以多

维度强化教育为抓手、以内容建设和法制教育为主

要内容，积极构建青少年网络行为教育和引导的整

体框架，切实回应问题，有效优化青少年网络行

为，助力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勇担民族复兴时代

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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