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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運輸上、三五好友聚餐的場景中，可以⾒到兒童全神貫注得觀看⼿機上的影片，在雙薪家庭、缺乏玩伴的年代，遇到⼩孩坐不住、需要陪
伴的情況，家⻑就會拿出⼿機、平板來哄⼩孩，打開 YouTube 讓⼩孩挑選有趣的影片以轉移注意⼒。這個立即⾒效的育兒招式，對家⻑來說最簡
單省⼒。

兒福聯盟 2022 年的調查[1]中顯⽰有過半數的家⻑ (52.6%) 無法在育兒和⾃我修復間取得良好平衡，家⻑往往都要在⼩孩按下播放鍵後才能稍有喘息空間，專
⼼於⼿頭上的任務。該份調查追蹤三到六歲兒童玩 3C 產品的情形，令⼈驚訝的是兒童使⽤的比例從 2020 年的 6.5% 上升⾄19%，增加三倍以上。

⽽⾼品質親⼦關係和教養環境，需要建立在⽗⺟獲得⾜夠休息與正⾯情緒下。⼿機育兒氾濫的原因為何？本篇報導透過第⼀⼿訪談資訊，直搗最真實的育兒
困境。

歡迎光臨數位育兒時代
為了能深入了解家⻑對於孩童使⽤⼿機觀看 YouTube 影片的實際情況，本篇報導訪問了三位現育有 2-12 歲兒童的家⻑，詢問家⻑對其兒童觀看 YouTube 影
片的了解程度。

除了科技產品普及率升⾼，現代家庭⽣活型態也助⻑⼿機育兒的現象。雙薪家庭的家⻑下班後，需要⼤量的休息時間回復精神，讓休息獨處與陪伴孩童經常
成為兩難的局⾯。

⼿機育兒能⽌⼀時之⽌⾎，卻埋下⻑期的隱憂。青少年使⽤社群媒體所帶來的負⾯影響可能會外顯在⾔語、互動模式或情緒上。但相對年齡更低的孩⼦，未
具備過濾訊息與判讀的能⼒，正⾯受到不當資訊的衝擊，傷害極⼤且⽗⺟難察覺異狀。

⼀⼈⼀機 全家成癮
「有時候在做家事、忙⼯作，他（⼩孩）⾃⼰⼀個⼈也很無聊，我沒有辦法抽⾝，他⾃⼰會拿著⼿機找我解鎖，我也就沒有多管。」

受訪家⻑ B 表⽰⾃⼰也相當重視⼩孩接觸 3C 的問題，會關注親⼦天下或追蹤相關 Facebook 專⾴閱讀教養相關的專題，不過文章提供的處理情形都很理想，
但實際育兒上總有無法避免的情況。



▲  （沉迷於⼿機導致親⼦疏離／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深入了解後發現，三位家⻑⼀天也花不少時間在⼿機上，⽣活中塊狀時間幾乎都被看新聞、股票、瀏覽社群媒體及看影片放鬆佔據。受訪家⻑ A 在下班後有
⻑時間跟直播的習慣，⽽正值好奇⼼與模仿⾏為旺盛的孩童，會將重要他⼈的⾏為視為學習的標竿。此時⽗⺟⾃⼰陷入⼿機成癮之中，間接的加劇孩童對於
⼿機的依賴程度。

受訪家⻑ C 也坦承有時候⾃⼰太專注在⼿機的影片，忘記監督⼩孩⽤⼿機的時間，沒有特別注意⼩孩觀看的內容，頂多就是知道他在看卡通或是⽤⼿機打遊
戲。受訪家⻑ A 家中常⾒全部⼈都在客廳，但⼈⼿⼀台⼿機、平板各看各的情景。不過還是會和⼩孩約定好每⽇可以看⼿機的時⻑。

陪伴不夠 ⼿機來救
受訪家⻑ A 回憶起⾃⼰的童年，⼤家通常都會有跟⾃⼰年齡相仿的⼿⾜，街坊鄰居間都很熟悉，⽣活在同⼀條街的孩⼦都會彼此陪伴，但現在⼤樓林立、⽣
活步調快速，社區間已經難回復過往的親密程度。

「像弟弟就很常會問說為什麼只有姊姊可以有⼿機！」

缺乏玩伴讓現代⼩孩的童年充滿螢幕與藍光，受訪家⻑ C 育有⼀對姊弟，姊姊就讀⾼中，弟弟才正在讀⼩四。年齡差距導致沒有共同話題或興趣，很難玩在
⼀起。姊姊也常沉迷於在⼿機上，弟弟看到姊姊都有⾃⼰的⼿機可以⽤，難免感到不公平，吵著想要⼿機。

https://www.shutterstock.com/zh/search/phubbin


被螢幕侷限的繽紛童年
使⽤者⼀旦⻑時間使⽤、⾼度黏著平台，這些平台就能夠更全⾯地收集使⽤者的資料，透過演算法分析使⽤者的⾏為、品味和偏好，推薦系統便能更加精準
地為使⽤者呈現符合其⼝味的內容，讓孩童⼀部接著⼀部，掉入影片的無限循環中。

「以前很愛逛街，去到哪裡都要跟著，也會主動說想出⾨打打球，現在只要有⼀台⼿機他就可以⾃⼰坐在沙發⼀整天。」

受訪家⻑ A 無奈地表⽰孩童沉迷於看 YouTube 影片，這種壞習慣變相縮減可發展其他休閒興趣的契機語時間。這看似⽅便的推薦背後隱藏著⼀個平台⽅精⼼
策畫的陷阱，刻意讓使⽤者無法從社群、影⾳平台中抽⾝。

觀看時間要短 內容更要好
家⻑們都表⽰會跟⼩孩約法三章可以⼿機的特定時段和時⻑，擔⼼⼩孩太早近視，或是變得太宅都沒有運動，可⾒家⻑在⽣理健康上的重視。受訪家⻑都普
遍有共識已很難將網路使⽤從孩童的世界中根除，也有研究報告指出適度的使⽤網路對於孩童的⼼理健康有正向的幫助，可提升孩童的社交能⼒。

觀察到受訪家⻑對於使⽤時⻑的關注度遠勝於關注觀看內容的品質，但若是孩童在 YouTube 上花了三⼩時都在收看學習英文的影片，⼿機育兒便不會成為親
⼦議題上的燙⼿⼭芋。

透過觀察與訪談本刊欲強調孩童「收看的內容」是家⻑需更加注意之處，因接觸⼤量不當內容所帶來的⼼理傷害難以即時被發現或外顯，經常被家⻑們忽
視，但不當內容所造成的⼼理影響，可能比⽣理影響來的更加深遠。

Youtube毒蘋果：艾莎⾨事件在台灣上演
 

▲  （艾莎⾨事件影片⽰意圖／圖片來源：寶⾙幫）
 

外層包裹甜蜜的糖衣，內裏卻是兒童不宜的劇毒內容，艾莎⾨（Elsa Gate）以偽裝成卡通內容的⽅式讓演算法誤判為適合兒童觀看的內容，其標題通常使⽤
簡單的英文單字，封⾯則吸引兒童的⽬光，呈現出明亮鮮豔的顏⾊。

這些影片內容包含了針筒注射、懷孕墮胎、流⾎暴⼒等不適當的場⾯。這些⾏為以真⼈扮演迪⼠尼公主和漫威英雄來引起孩童的好奇⼼，透過製造⼤量不
當、扭曲的情節，惡意滲透進孩童收看的內容中。

艾莎⾨事件前幾年在外國盛⾏，引起發⾼度轟動與關注。不過，令⼈更感到驚訝的是，從這次的訪談中發現台灣也曾出現過類似的情景，艾莎⾨類型的影片
已滲透到台灣孩童的⽇常⽣活中。受訪家⻑表⽰曾看過⼩孩看到外國⼈扮演漫威⾓⾊，並上演秘密懷孕、毆打孕婦的情節。有⼀些內容還經過中文配⾳，⼤
⼤降低了華語地區兒童對於這種不當內容的進入⾨檻，讓孩童更輕易可以理解背後的惡意內容。



過濾內容 困難重重
艾莎⾨類型的內容經刻意包裝，⽬的即逃過演算法和⽗⺟把關，若⽗⺟不湊近螢幕仔細觀察，很難發現異狀。

訪談時也追問發現觀看艾莎⾨內容的後續。家⻑表⽰發現的當下有迅速制⽌，但有察覺到⼩孩感到訝異，無法理解明明⾃⼰只是在看喜歡的蜘蛛⼈，為何媽
媽的反應要這麼⼤？事發當時家⻑也難⽤三⾔兩語與孩童溝通制⽌的原因。事後回憶⽤「我說不能看就是不能看！」，這樣的回應可能刺激到孩童，激發好
奇的⼼態。

即便各影⾳平台承諾將嚴格把關特定年齡層的瀏覽內容，但深入了解孩童使⽤ YouTube 的使⽤情形後發現，家⻑不太清楚 YouTube Kids 的運作以及如何透過
後台設定來嚴格過濾內容。且孩童在觀看 YouTube 影片時都是向⽗⺟索取⼿機，不⾜ 13 歲若無謊報年齡也無法創建帳號，多數都是直接使⽤的是⽗⺟的帳
號，意即孩童暴露在為⽗⺟年齡和收看習慣兩⾝打造的演算法中，⼤幅提升觀看到不當內容的風險。

值得留意的是，平台的設計與規範和實際使⽤習慣上存在巨⼤落差。受訪家⻑ A 表⽰⼀開始接觸到的就是 YouTube，後來發現太多不適合⼩孩觀看的內容
後，下載並設定好 YouTube Kids 給⼩孩使⽤時卻遭受巨⼤的反彈。⼩孩表⽰內容過於無聊，只能看到⼀些唱歌跳舞的內容，吵著要還原設定，往後看到
YouTube Kids 的應⽤程式標誌也會刻意跳過，選擇 YouTube。

放下⼿機 從家⻑做起
⼿機育兒是敵是友，端看⽗⺟怎麼做。數位應⽤能⼒是未來世代的重要競爭⼒之⼀，有研究深入探討⽗⺟對於使⽤數位媒體的價值觀是否會影響⼩孩的數位
應⽤能⼒[3]。該研究指出家⻑若能培養並在⼩孩⾯前展現專業的數位使⽤能⼒與知識，對於⼩孩未來在創意與學術上都能有極⼤的助益。和前文所提到的模
仿重要他⼈⾏為同理，家⻑若能帶領⼩孩正確使⽤網路資訊，便能攜⼿培養良好的網路使⽤習慣。

期望未來家⻑們在重視使⽤時⻑的同時也了解到把關內容的重要性，做⾃⼰⼩孩的內容守⾨員，不讓孩⼦淪為失控演算法下的代宰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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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巨嬰：我們何時斷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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