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媒介信息素养的定义及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网

络媒介素养的研究，本报告将网络媒介素养定义为使用各种网络媒介

工具来获取、检索、理解、评估、使用、创造和共享信息内容，以批

判性的、合乎道德的、有效的方式，参与网络内容生产、创作、消费

与交互的能力。

 据《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未

成年网民规模突破1.83亿。小学生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升，2020 年

达到 92.1%，较 2019 年提升 2.7 个百分点。

 随着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升，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媒介素

养至关重要，网络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界探讨和研究的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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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互联网信息获取主要通过微信、QQ、家长老师推荐、短视

频APP及搜索渠道。总体看，社交渠道中，家人、老师转发的内容成

为未成年人最信任的社交信息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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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信息的媒体来源看，多数未成年人对于权威渠道内容更为信任。

其中央级媒体、政务新媒体、新闻网站成为未成年人最信任的媒体

来源。

数据来源：专项调研，N=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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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对2021年8月1日-10月31日全网开源数据统计分析发现，

全网关注的未成年人网络媒介素养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在网络暴力、

虚假信息、网络追星、网络诈骗几个方面。

2021年8月1日~10月31日最受关注的未成年人网络媒介素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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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2021年5月-10月，未成年人网络媒介素养议题社会聚焦点容易

受到热点、突发事件影响。如2021年上半年，国家反诈中心APP上

线，反诈宣传引发全网关注，取得良好宣传效果，2021年下半年未成

年人网络诈骗议题热度明显下降。 此外受上半年部分追星事件影响，

全网对未成年人隐私泄露的关注度高于下半年。2021年8-10月，部

分未成年运动员受到网络暴力，导致网络暴力议题关注度提升。

最受关注的未成年人媒介素养议题TOP5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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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清博智能2021年5月1日-10月31日
注：内容生产指未成年自身的UGC内容创作行为，不良内容则特指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暴力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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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次研究数据分析，结合转发便利、参与度高等因素，产生未成年

人网络暴力的主要场景分布如下：

 对有关未成年网络暴力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未成年人网络暴力容易受

到追星行为的影响，有不同偶像的未成年人容易互相产生言语攻击。

未成年人的追星行为需要持续加以引导。

未成年人网络暴力信息产生场景

内容来自未成年人网络内容截图

数据来源：清博智能2021年8月1日-10月31日



 本次专项调研数据显示，不足2成未成年人自我报告称完全可以辨别网

络谣言和事实真相。

 4成未成年人不能辨别网络谣言，其中不清楚网络谣言是什么占35%；

经常错误辨别谣言占5%，这类群体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随着年龄增长，

初中阶段以后，未成年人对网络谣言的辨别能力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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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专项调研，N=3937

注：TGI指数=[目标群体中具有某一特征的群体占比/总体中具有相同特征的群体占比]*标准数100，TGI＞100，表
示某特征在该人群中表现高于总体。



 家庭管理、自我管理是未成年人使用青少年模式的主要动机。学校

管理方面相对欠缺（占比仅15%）。学校开设青少年网络素养相关

课程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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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同群体看，男生未成年人群体、小学阶段未成年人群体更多依赖

家长、老师要求而使用青少年模式，初中阶段以后未成年人自我约束

能力快速提升，时间管理、内容管理、消费管理都是使用青少年模式

的主要驱动。

数据来源：专项调研，N=3937



 2021年6月的清朗行动显著减少了未成年人的非理性追星行为，去

除暑期因素影响，比较2021年5月和9月的未成年人追星数据发现，

9月的追星数据对比5月下降56%，清朗行动成效显著。

 调研数据显示，45%的未成年人有自己喜欢的明星，1/3未成年人

会相应产生追星行为。除了关注作品、社交平台互动外，参与粉丝

团打榜、为TA反黑也覆盖近1成未成年人，其中初中阶段未成年人

群体、女生未成年人群体追星行为相对突出，需要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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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上半年，国家反诈中心APP上

线，各种反诈骗宣传引发全网关注讨

论，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未成年

人遭受网络诈骗的热度明显下降，

2021年下半年对比上半年，未成年人

网络诈骗相关议题讨论热度下降74%。

2021年8-10月未成年人遭受网络诈骗领域信息条数

 面对中奖信息等金融诈骗内容，近半数未成年人无法直接辨别真伪，2

成未成年人会相信并按步骤操作。尤其是男生未成年群体、小学阶段

未成年群体对于中奖类无法辨别，容易陷入网络诈骗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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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遭受网络诈骗相关信

息条数变化

 未成年人对金钱的认知不足，致使金融诈骗成为未成年人遭受诈骗易发区。



 由于无意识的主动披露、默认模

式下信息展示等因素影响，86%

未成年人曾暴露过隐私信息，如

性别、地址、年龄、城市等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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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主动发布隐私相关内容方面：3成会在社交网络发布个人隐

私相关的内容，如自己的照片视频、家人朋友的照片视频等。

 男生对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意识相对偏低，发布个人姓名、地址、学

校、家人信息等更多；此外，三线及以下地区未成年人对于隐私信息

敏感度不高，尤其是姓名、住址等信息在社交渠道暴露相对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