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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萌花样繁多

在社交平台上“晒娃”，是不

少“80 后”“90 后”宝妈宝爸们

分享美好的一种方式，于是不少

“萌娃”成了在朋友圈、微博等社

交平台上长大的孩子。

随着短视频爆火，萌娃们的样

子从静态照片变成了更生动的视

频，特别是在明星带娃综艺的热潮

带动下，一下引爆了“晒娃”新模

式。有些萌娃一夜之间涨粉无数，

其粉丝不仅有同样年轻的妈妈爸

爸们，还有号称自带“姨母笑”的

年轻人。

如今打开短视频平台输入

“萌娃”，号称逆天颜值、各种才

华、可爱淘气的晒娃比比皆是，只

有极少数家长为孩子的脸打上了

马赛克，大部分都希望把孩子曝光

在更多平台上，引发更多的关注。

当喜欢转化为无数点赞和评

论后，巨大的流量一下子让“萌

娃”成了不折不扣的网红。随之而

来的就是广告，商家仿佛发现了新

的带货模式，翻开一些萌娃账号的

主页，大多都看到“好物推荐”

“找我官方合作”等标识。萌娃家

长们就靠拍孩子视频带货，就能实

现月入十几万。

当有家长无心“晒娃”晒出大

流量时，越来越多的家长蠢蠢欲

动，为搏出位，有些家长的“晒娃”

模式逐渐畸形化，甚至出现了令人

瞠目结舌的视频———年仅 3 岁就

被父母喂到了 70 斤；5 岁的小女

孩熟练地拿起粉底和眼影开始化

妆；一些家长故意给宝宝喂怪味食

物，只为拍摄孩子尴尬表情……

这些让网友们惊呼 “可爱”

“好玩”的表现，真的是儿童真实

的状态吗？有博主透露，有些家长

为了视频效果，会提前写好拍摄剧

本，让孩子按照剧本去演绎。如果

达不到要求，还会反复要求孩子配

合录制。

为了牟利，“啃娃族”家长们

花样百出，只把孩子当成敛财工

具，根本不想孩子是否愿意出镜。

事实上，“网红儿童”背后存在一

条“利益链”，一旦萌娃有了流量，

有网红孵化机构便会自动找上门

与其签约，签约之后又能获得更多

的商务机会。这也导致一些父母利

用孩子打造短视频账号，并当作生

意经营。

网友投诉不良晒娃

“2岁半 50 斤”“3岁已超过

60 斤 70 斤”“马上突破 100 斤”

……2020 年，年仅 3 岁的“网红

儿童”———佩琪因其与年纪极不

匹配的超额体重引起了舆论广泛

关注，在众多网友投诉后，相关平

台对其视频和账号进行了封禁。

一时间，“晒娃”色变的消息

在一些家长博主群中不胫而走。那

对于全职妈妈、爸爸们而言，究竟

有没有正确的晒娃方式呢？

上海滩有个“奇葩二宝爸”，

这个在全职妈妈中混出圈的全职

二宝爸爸，把“哭声笑声把尿声声

声入耳，吃事睡事奶粉事事事关

心”在微信公众号里发挥到了极

致，“我和读者交流的是育儿心

得，而不是晒孩子有多可爱。在育

儿过程中孩子真实的反应，我也会

晒出来，但目的是为了与读者共同

探讨如何更好地育儿。”

“作为育儿博主带货是一件

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千万要弄清楚

粉丝跟谁买。粉丝跟着成年人博主

买买买无可厚非，但让心智还没有

成熟的孩子，在毫无自我意识的情

况下，成为网络主角，作为家长，应

该三思。”二宝爸坦言自己是不折

不扣的社恐，虽然现在短视频才是

不折不扣的主流平台，但他依然坚

持写好微信公众号，“因此，并不

是每个孩子都喜欢被晒在各种平

台上，特别是短视频里。”

那究竟怎样才是正确的晒娃

姿势呢？在二宝爸看来，家长之间

交流的重点应该是如何“育”，其

次再是“娃”。如果把“娃”无限放

大，就会扰乱孩子的日常生活，不

要把“晒娃”变成了“坑娃”。

保护未成年人

当“萌娃”成为新的带货力量

时，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在镜头前的

表现，会直接影响家长的荷包。在

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下，家长们源

源不断地发布着自家“萌娃”视

频，甚至开始学习如何炒作孩子，

从而希望引发更大的流量，殊不知

其可能面对诸多法律风险。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

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组织未

成年人进行危害其身心健康的表

演等活动，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

得为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

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萌

娃”账号都是由家长注册运营，但

发布的内容却是以未成年人为主

体。这给平台监管带来了一定的挑

战，目前不少短视频平台都有青少

年模式，在使用公约中还专门有涉

及青少年保护等内容，但在各种平

台中依然充斥着大量“萌娃”主

播。为此，平台方建议网友通过举

报的方式，加大监管力度。

对此，上海鼎力律师事务所赵

山律师认为，平台要自觉履行好主

体责任，对注册用户的年龄和准入

条件从严把关。他说，平台的监管

绝非仅仅注册实名审核，内容审核

同样是平台的监管责任，因此要加

强审核涉及未成年人的直播信息

和视频内容，对过度消费“网红儿

童”的账号采取封禁等措施。

遏制炒作“网红儿童”，关键

还在于家长。今年 1 月 1 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家

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这也意味

着，如何当好家长将从道德层面上

升到法律层面。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

教育研究院教授李家成认为，家长晒

娃要分为无意识和有意识创造经济

价值两种情况，单纯分享孩子成长

某些瞬间，固然无可厚非。然而，一

旦进入经济利益的谋取，无论是法

律还是道德都是不允许。家长不能

因为利益驱动，违背孩子发展天性，

让其以工作的方式进入成人世界。

“网红儿童”还涉及孩子本身

的肖像权、隐私权等等，等他们长

大后再看自己儿时的视频，可能会

产生极度不认同的消极情绪，因为

这极易造成拔苗助长，甚至给孩子

的心理造成影响。李家成呼吁，家

长一定要科学育儿，这就要遵循人

的成长规律，不要打乱孩子的生活

和成长节奏，对于“萌娃”出圈、

“网红儿童”等现象，只有全社会

形成合力，才能彻底杜绝未成年人

主播的出现。

“萌娃”爆红带货 家长“啃娃”牟利
教育专家：家长不能因利益驱动，违背孩子发展天性，让其以工作方式进入成人世界

晨报记者 荀澄敏

说起“啃老族”，大家都不陌生，而今，没“断奶”的娃娃们居

然靠卖萌撒娇，成了短视频平台上的新晋网红，随之而来的广告

财源，让家长打起了经营孩子的主意。

靠娃就能妥妥实现财富自由？ 一时间，“啃娃族” 如雨后春

笋，活跃在各社交平台上。然而，炒作“网红儿童”，真的是一门生

财之道？ 事实上，这不仅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还侵害其相应的

权益。 最近，国家文旅部发布《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的意见》， 指出部分网络文化平台存在 “儿童邪典”内

容、利用“网红儿童”牟利等不良现象和问题，对未成年人价值观

产生错误影响，严重妨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短视频平台上的晒娃视频流量惊人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