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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想著剝奪手機，不如正面迎擊」 
－尋找知識型網紅對父母的助益 

許方禎 
高雄市立鹽埕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 

 
一、前言 

知識型網紅為一種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媒體，以現代化、電

子化的手段，建立全新的社交互動方式，當群眾感知內容付現的機會來臨，便會

盲目的跟進。因此出生在這個世代的孩子，自然接收新文化。究竟孩子會對知識

型網紅產生依賴，或是父母呢？ 

本文章藉由教育專業者的眼界，以觀察孩子的需求為視角，提出父母的學習

建議。學習終身化，領域趨跨界化，作為教育者重新思考終身學習的意義，對孩

子而言，能陪伴終身到老的學習到底為何呢？ 

二、本文 

(一) 知識型網紅的特點與現代父母的反應 

親職不僅存在於個人角色的轉換，也意味著生命的傳承（李慧美，2003）。
角色包涵養育、照顧、經濟，而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高淑貴，1986）。有

趣的是兩者間的關係特殊，有時孩子對於偶像的崇拜與迷戀，受父母間接影響。 

知識型網紅傳遞知識的方式，採取散播模式，當孩子收到更新頻道傳來的訊

息時，總是樂於跟朋友炫耀，轉傳分享，專注聆聽內容中每一句言語，訊息被接

受度高。針對呈現的資訊，孩子能夠自行選擇，接受或過濾，正因為之間的權利

平等性高，孩子能夠感到自信，提升成就感。當孩子對資訊不了解時，便可重覆

播放，畢竟頻道不會像父母一樣，重複說到動怒。 

知識型網紅透過網路瞭解消費者行為，因此能準確地得知孩子的喜好，修改

先前不受好評的內容，再度預測觀眾反應。相較於父母總是以灌輸理念的方式與

孩子溝通，自行過濾掉認為不適當的資訊，易讓孩子覺得千篇一律，感到煩躁。

一旦失去耐心，和孩子說不上話，關係冰冷，便不得其法了解孩子，之間的權力

平等性自然不對等。 

即便知識型網紅相較之下略為開明，孩子欣然買單，然而他們也存在著擔

憂，害怕終有一天，觀眾對於內容漸感到疲乏因而流失，這點也與親子間的處境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E8%A1%8C%E4%B8%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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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謀而合。知識型網紅與父母都是充滿故事的人，若是能轉化表達方式，親子間

的關係將能昇華，孩子會發現父母身上歲月積累的寶藏。 

(二) 知識型網紅吸引孩子的原因 

    移動網路時代，孩子透過網路分享的視角，看見他們未曾接觸過的視界。原

先被上課時間與上班時間分割的時間裡，鮮少有喘息空間，然而改變生活模式的

知識型網紅出現後，如今碎片時間產生價值，代替父母陪伴空閒時間。 

相較於成人，網紅傳播者的互動模式更加有趣、活潑。說話的方式創造時代

潮流，與同儕產生共鳴與討論，知識內容也相當新奇，方式更為多元。除了提供

陪伴與社群話題外，雙向及時的訊息通道，滿足孩子的空虛心理；平等性高的互

動模式，孩子藉以提升成就感，得到相同權力的關係對話。  

當孩童在標準化的世代裡被慣性檢視，便容易從選擇自媒體上獲得並提升成

就感。知識型網路傳播者需要處理人際關係，面對不喜歡自己的人如何智慧應

對，間接給予霸凌關係中的孩子思考契機。 

知識型網紅提供給孩子的影響不容忽視，經過整理的內容，傳遞平時生活較

少接觸的文化底蘊。當孩子在現實生活中遇到挫折時，經常扮演陪伴角色，消除

壓力。除了將其當成偶像，單純而盲目的迷戀崇拜外，孩子可以向其製作的熱情

與堅持看齊。成就知識內容前，須經過事前蒐集、事中整理與事後分析，內化後

融會貫通，此種統整訊息的後設認知能力，不正好連結起素養導向課程嗎？知識

型網紅將個人的成長經歷與能力培養融入技能，不斷產出原創內容，成為孩子的

榜樣。除了能夠幫助孩子更高效能的掌握外顯有價值的資訊外，也能給予孩子一

份勇氣鼓舞嘗試。 

(三) 知性型網紅可能造成的問題 

知識型網路自媒體雖提供精要的內容，然而所謂的懶人包皆為第二手知識，

容易造成資訊多元紊亂，被灌輸意識形態而難改變。孩子經常會沉溺於眼前所見

的事實，未加以求證。學習者終將面對實際的問題，無法使用任何代讀或整理深

入基礎進行系統化學習。入門型的知識提供的僅為知識再應用的整理，而非知識

系統本身原理的掌握與應用。 

無明確分級制度的網路平台，難以篩選適宜的知識型內容與傳播者，而其提

供特殊而前衛的主觀觀點，易傳遞被塑造為指標的意識形態，因此培養孩子思考

的邏輯與歷程非常重要。給他魚吃，不如教他如何釣魚。當孩子能判斷選擇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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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才能為自己的人生把關，學會負責任的態度。我們要讓孩子明白，追隨

主要潮流，被短暫的跨界現象迷惑，其實是社會在形成新分工的過程。不同的時

代有不同的學習情境，所以不要害怕知識帶來的衝擊與焦慮。 

若欲避免孩子沉迷於使用網路，盲目追隨偶像，現代親職教育者便不能疏忽

教育責任。我們不能將陪伴孩子的時間交給手機或補習機構，而疏於了解孩子的

情緒，不詢問的溝通方式易產生誤解與爭執。 

(四) 父母的因應之道 

1. 建立平行的雙向溝通 

  網路資訊爆炸時代，親師不再是唯一的訊息來源。一味禁止孩子閱覽網路資

訊的管道，適得其反。期待親職角色配給時間陪伴孩子，不自覺間，忽視了家長

的難處。期待孩子的服從，陷入衝突對立，不如調整互動角色，建立平行的雙向

溝通，進而支持、引導子女的成長問題。 

  知識型網紅傳遞給孩子觀念，孩子二話不說的買單，他們能做的事，難道父

母做不到嗎？知識型網紅的崛起，我們應反思現代教養的不足。前面提及兩者的

異同，何不將孩子對網路的依賴與沉迷，正向轉化為培養批判，以及找正確答案

的能力呢？理解孩子的學習方式，能讓他們在學習上得到更好的體驗，因為每個

孩子的學習方式並非千篇一律，有其對不同學習方式的詮釋。 

2. 建立自主選擇的歷程 

    以個人中心治療理論為基礎，教導父母進行自我覺察、學習瞭解、接納、積

極傾聽，以增進親子溝通和親子關係。父母可以引導孩子整理該知識型網紅的特

點，篩選出可以做為學習楷模的對象，共同參與前置作業歷程。 

  藉由公民參與的對話，讓自主選擇的技巧深植孩子的生活（王以仁，2001）。
孩子從中學會自由完整的思考方式，由選擇、辨別到取捨，學習真正重要的事和

其他事情的差異。工作之餘可以與孩子討論審視適合的選材，並列出優缺點。 

    孩子如何在資訊海中撈得自己想要的資料，父母必須提供安心探索的環境與

支持。協助孩子建造知識地基，可以多方累積正向的互動經驗，並嘗試在負向經

驗裡，找到轉化挫折的方法。學習用平靜的態度去面對，先瞭解事情的原因，再

找出適合的導正方法，讓孩子養成尊重別人和社會規範的習慣，避免放任孩子變

本加厲地以自我為中心。避免孩子對其僅產生單純而盲目的迷戀崇拜，父母可以

協助引導孩子注意製作的熱情與堅持、事前蒐集、事中整理與事後分析、網路時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ad%b8%e7%bf%92%e6%96%b9%e5%bc%8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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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優勢，引導孩子正確的使用網路資訊。孩子應當學習在言論自由的地方作負

責任的表述，行使權利時不忘義務。  

3. 建立完善的心態 

  網路的普及自媒體的風華易淪曇花一現，父母應協助孩子建立完善的心態，

面對瞬息萬變的資訊勿悵然若失，得失心過重。若是孩子對自媒體經營與操弄產

生興趣，工作閒暇之餘不妨陪伴嘗試討論。人類從始至今是喜歡聽故事的群體，

再小的個體，再獨立的也有屬於自己的品牌故事。父母教育者可以先做一張評斷

表，再與孩子的做對照。陪孩子先行閱讀書籍，再審視知識型網紅的想法與己是

否相似，共同篩選適宜的教材。 

三、結語 

批判是一門藝術，網路資訊流竄是難能可貴的內心考驗。父母可以創造安全

的情境，讓孩子放心全然體驗，需要學習如何在看見的文字之判斷是非。當孩子

具備專業的意見與專長，便能洞悉自媒體帶來的知識正確性。知識型網紅必須成

為親子教育間的雙向溝通利器，而非產生親子嫌隙的戾氣。孩子創造出自成一格

的審視眼光後，了解平台選擇、內容定位、創作過程中的技巧與經營方式，便能

將自媒體運用自如，讓網路時代成為學習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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