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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爸妈”最初来自于一个名为“和女儿
分享日常”的博主，这是一对来自陕西的老夫
妇，仅抖音平台目前就有100多万粉丝，获赞
数3000多万。其主页简介写道：“造一场甜甜
的梦给娃娃。”

他们总是带着热情笑容，用幸福的语调讲
述“爸爸妈妈今天干什么了”，再向“赛博儿女”
嘘寒问暖，让网友们沉浸式体验无条件的宠
爱。而在这一账号的评论区，能看到许多网友
沉浸式地倾诉，“妈妈，我考试没考好”“我刚刚
分手，好难过……”

山东的李冬冬关注这对陕西爸妈一年多
了，最初她是因为他们的猫“追更”的。

小学六年级的冬天，李冬冬从外面捡了一
只小猫回家，父母暴怒，把她强行推出门外，让
她把猫送走再回来。到后来这场闹剧又演变
为父母之间的争执——是谁把孩子教育成这
个样子的？

“陕西爸妈除了对孩子温柔以外，彼此关
系也很好，是很鲜活的爱。”李冬冬说。

如今李冬冬15岁，平时爱好是关注韩国唱
跳偶像团体，也看动漫。“家里很反对，买的东西

周边都放在学
校，我玩手机他
们都要骂人，这些
东西拿回来被他们
看到肯定都给扔了。”

李冬冬想起社交媒
体上“别人家的父母”：他
们有的向网友谦虚地询问
怎么对待得了抑郁症的儿女，
有的陪孩子一起买喜欢的“谷
子”，还跟孩子一起手工制作“谷
美”(展示周边制品的装饰物、承载
物)，不小心搞坏孩子的物品也会
及时道歉并弥补，有的还和孩子一
起去韩国看偶像……

琳妈也是热门的“电子妈妈”，她
以笑容可掬、整洁优雅又不失亲切朴素
的形象出镜，配以文字“妈妈教你……”来
推出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技能、小教程。她
教做饭，会考虑到很多年轻人是住宿舍或在外
租房，打造合适的场景，使用合适的厨具。她总
是把速度放到最慢，每一个细节都认真展开。

“电子亲人”是最近一年网络热门话题之一，许多“电
子亲人”网红博主在一年内涨粉几十万，活跃度高的“活
粉”比例惊人。许多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学者及学
生关注到这一议题，纷纷展开讨论。

随着寒假、春节到来，许多年轻人与实际亲人相处的
时间也悄然来临。有实际亲人却爱看“电子亲人”，这些
年轻人在看什么？他们想要获得什么？

一段时间以来，网上出现了很
多“电子亲人”账号，他们以爷爷奶
奶、爸爸妈妈等长辈的身份，分享
生活、教授技能以及与网友情感互
动。“电子爸妈治好我的精神内耗”
等话题一度冲上热搜。

一些“电子亲人”账号积累了
不少粉丝，不少年轻人热衷于与

“电子亲人”互动，向他们吐露心
声、倾注真感情。出于对真实亲
子关系的阵痛或缺失，喜欢看“电
子亲人”的年轻人主要可以分为
两类。

一类是低年龄的，还在适应、
建立真实亲子人际关系的青少年，
他们往往天真、敏感，害怕失望，但
实际上适当的挫折能够促进人的
心智成长。另一类是年龄稍大的，
可能已经成年的年轻人，他们在以
往的亲子关系中真实地受伤了。
这种创伤和挫败感使他们和真实
的人建立、维持深度关系时，总会
感到负罪感、内疚感和被破坏感，
更别提修补亲子关系了。其背后
的原因令人深思，反映的现象或者
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年轻人的情感需求需正
视。

从一些“电子亲人”账号的内
容看，他们常常用包容代替责备，
主打一个“给满情绪价值”。对后
辈的同理心、无微不至的关心、温
柔耐心的指导，令网友破防：“原来
这就是被捧在手心的感觉。”

反观现实，有人家人长期不在
身边，有人原生家庭存在种种缺陷，
缺少爱、不被理解和肯定，成为不少
年轻人的心灵创伤。“电子亲人”的
出现，恰恰迎合了年轻人的情感需
求。正视这种需求，多关注年轻人
的真实状态，多鼓励他们追求事业
和梦想，才能少一些“电子依赖”，治
愈他们也是构筑幸福家庭。

第二，年轻人的消费理念当重
视。

有人说，“电子亲人”是精心打
造的人设，属于商业运作。的确，

尽管“电子亲人”的
背后是真人，触动的也
是真情实感，却仍然是虚
拟世界的产物。“电子亲
人”就像是一个情绪充电宝、
心灵加油站，正因为被需要，
才受到追捧。

这种对年轻人消费理念的精
准对接，同样体现在时下兴起的

“陪伴经济”中。陪游、陪学、陪聊，
无论哪种陪伴，都满足了年轻人日
益细分化、个性化的社交和情感需
求。重视年轻人的消费理念，瞄准
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不断提升服
务，是把握商机、赢得长红的正确
路径。

第三，由此产生的问题不容忽
视。

不可否认，作为很多网友的情
感寄托，“电子亲人”传递温暖和感
动，带给人前行的力量。但既然是
虚拟世界的产物，我们对“电子亲
人”所呈现内容的真实性也要打一
个问号：有多少是靠着提前写好的
剧本“演”出来的？有多少是打着

“亲情幌子”骗取流量、贩卖焦虑？
对此，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如

果对“电子亲人”盲目崇拜，沉迷于
此，容易被商家控制，有可能产生
过度消费，甚至遭遇情感欺骗和隐
私泄露。

说到底，别人那些幸福的感
受，成为不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足
迹。我们或许从“电子亲人”那里
得到一时慰藉，但终究要面对现
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
避免会遇到一些矛盾，也不存在所
谓的“完美”。从“完美”的“电子亲
人”回归真实家庭，接纳不完美的
生活，相信亲情的美好，相互体谅、
相互扶持，才是最真实的人生。

“电子亲人”再好，也终究抵不
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我们希望亲
人理解我们，我们也要理解亲人。
那割不断的亲情和时时刻刻的牵
挂，才是我们身边的幸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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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获取这些信息，订车
票订酒店都做得战战兢兢、畏畏缩缩、犹犹豫
豫。”多年后，她看到琳妈坐地铁、坐高铁、订酒
店的教程视频，在评论区看到很多像18岁的
她一样惶恐忧虑的网友，感触良多。“最近亲戚
们又开始催我挑一个条件好的对象，把结婚生
子提上日程。后来我在潜意识里会减少和亲
人们的联系，当然我也知道他们关心我，但这
似乎是一种精神的自我保护：我要远离不必要
的压力。”

其实琳妈发的很多视频内容她现在已经
掌握，但她有时候会幻想，“刚来上海什么都不
懂的时候，刚在外租房找实习，吃糊弄餐的时
候，如果有人这样教导我，那真的太好了”。

来自青海的王雨晴除了几乎一期不落地
看琳妈的视频，还关注了几个老年博主，悦之
就是王雨晴最喜欢的“网络奶奶”。

“她真的很有生命力，热爱生活又自信自
强。”王雨晴说，悦之奶奶80岁时自己上街跑
了好几家店，买了手机学着使用，还帮助邻居
老人认证高龄补贴，查询补贴发放记录。评论
区网友说：“还以为是个社区网格员发的帖，一
看原来是个80岁的奶奶。”

悦之偏爱记录“自己的事自己做”，表示
“80岁能干很多事”。她说：“我还能做饭洗
衣、坚持写日记，我会打乒乓球、做针线活，我
工作时当老师39年，多次被评为县模范，我热
心善良，好帮助人，我脑子灵、记性好、善于挑
战自我，又不达目的不罢休，棒不棒？”

王雨晴每次对挑战和困难产生退缩逃避
情绪时，都会想：“我还是个在大都市的年轻人
呢，我的力量、脑子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再怎样
也不会比不过一个八旬奶奶，我一定要努力爱
护自己、追求上进，维持生命的活力。”

在年轻人的热烈讨论声背后，也有父母关
注到了这些“电子亲人”。

“都是演员。”陕西的高勇说，他今年45岁，
有个爱看“电子亲人”的大学生女儿。“这就是工
作，以逗粉丝玩来获得收益，我看这些孩子和

‘一笑倾城’的中老年粉丝没什么区别。我们家
小孩看这些博主看得起劲，也没怎么感恩我们
这些真父母，别人家锅里的饭总是香的吧。”

另一些家长似乎确实从中受到了某种感
染。一名中年女性网友就发帖表示想“听劝”，所
以征集青少年对理想家长的期待来改变自己。

面对这些不同的经历和看法，资深心理咨
询师刘婷给出了分析建议。她指出，年轻人是
在暗处享受着“电子亲人”的关心爱护的，并且
是可以挑选、跳过、快进的，有需求时就可以立
刻看，厌烦了也可以立刻远离，这种关系其实
是一元的、单边的。这时年轻人接受这些“电
子亲人”的关爱，可能就像一种哺乳喂养关系
——当我们感到情感焦虑的时候，赶紧喝一口
情感的奶，它可以短暂缓解我们的焦虑不安。
但如果要追求健康、稳定的人格成长，“电子亲
人”终究无法代替真实的、深度的人际关系。

年轻人真正需要的真实的、深度的亲子人
际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些现实中的挫折和遗

憾又是怎样的呢？
刘婷举了个例子，比如李冬冬的父母，孩

子捡一个流浪的小动物回来，意味着她有非常
强烈的保护欲、同理心。而有基本同理心的父
母，在这个时候首先会称赞孩子的善良和爱
心。“丢猫的行为，相当于把孩子的爱心和善意
弃之如敝屣，这是一种打压，而不是恰当的挫
折。”

合理的做法是，家长要和孩子一起去探索
解决的办法。我知道你很有爱心，你想要去保
护这个小东西。在有能力和精力的情况下，可
以先给小猫检查身体，除虫、打疫苗；大家没有
时间去照顾、陪伴小动物怎么办？可以跟孩子
聊聊对生命和爱的观点，再和孩子一起找找寄
养或愿意收养的亲友。

刘婷解释，“不能继续养它”对青少年是一
个挫折，但它又是恰当的，亲子一起面对了客
观现实的困难，孩子的爱心也得到了承认。这
是一个正常和子女沟通的过程。在一定的挫折
中，孩子没有被羞辱和指责，没有被粗暴对待。
在经历恰当的挫折后，孩子可能对父母有些失
望，会知道父母无法满足他们所有需要，但是这
份紧密、信赖的关系和沟通的可能，还是长久
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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