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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安全，父母有責! 
2020年，這一年全球都因疫情關係而大受影響。學校暫停面授課，取而代

之是利用 Teams等其他通訊程式進行網課，令孩子接觸電子產品和上網時間多

了。雖然科技能協助孩子「停學不停課」，但亦衍生出孩子容易墮入網絡陷阱的

危機。警方發現今年首三季涉及網上社交媒體的兒童色情物品案件，較去年同

期大增逾八成，當中最年輕的受害人僅七歲，案件主要由家長發現及報案。其

中一名男子於 2018年 12月至本年 9月，透過手機遊戲認識受害人，其後透過

手機通訊程式隨機挑選受害人。男子初時無條件送出「武器」減低受害人戒

心，其後透過其他社交媒體向受害人作進一步溝通，疑犯其後更藉詞向受害人

提供罕有「武器」作利誘，導致受害人提供不雅相片及視頻。 由此可見，教育

孩子明白網絡安全尤其重要。 

 

現時部份通訊軟件可以啟動屏蔽功能，避免不法之徒與孩子接觸。然而孩

子年齡漸長，亦想擁有自由和私穩，不想父母監管和控制。面對網絡安全與孩

子自主的兩難困局，家長該如何處理？ 

 

針對於孩子上網問題，讓家長加以防範，並對使用電腦上網的孩子作出指

引，政府資訊安全網為家長提供小貼士： 

 

  

1. 與孩子一同分享使用電腦的樂趣

和提供適當的指引給他們。 

1. 不要因孩子告訴你在網上發現一

些令他們感到奇怪或不安的東西

而怪責或懲罰他們，這正正是教



                                                       

 

導孩子處理的好時機！ 

2. 訂出上網時間表，讓孩子明白和

遵守適當的上網規則，確保他們

安全地使用互聯網。 

2. 不要讓孩子未得你允許前在網上

購物，要留意你的信用卡及電話

費帳單。 

3. 可考慮把電腦放置在客廳裡  

** 讓你可監管孩子，避免他們瀏

覽不適當的網站或做一些不適當

的事情。 

3. 不要容許孩子跟不認識或不信賴

的人士交換或張貼你的家庭照片 

** 有些網上不法分子會在孩子身

上嘗試收集個人資料，作非法的

事情。 

4. 使用過濾軟件來隔絕不適合孩子

瀏覽的網站，包括色情和暴力網

站等。 

4. 避免孩子下載一些未清楚版權擁

有人的資料或照片，教導孩子明

白知識產權的重要性。 

5. 平衡各類活動，以免孩子沉溺互

聯網。 

5. 不要以身試法觸犯電腦罪行，給

孩子樹立榜樣。注意：孩子們會

模仿你的行為和所做的事情。 

6. 教導孩子要視網上認識的新朋友

如陌生人一樣。 

6. 不要將你的信用卡資料儲存在你

的電腦內。這樣孩子在未得到你

的允許前，便不能在網上購物。 

 

《論語．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父母把道

理付諸實行比以說教的方式教育孩子而自身卻行為不正更為有效。明白家長日

常生活壓力大，都想在家中玩手機減壓，然而亦要學習節制。 

當很多家長埋怨「個社會教壞細路、D電視教壞細路、上網上壞個腦」

時，別忘記教育孩子的責任其實在家長手中。 

若孩子經常在家見到父母「機不離手」，難道孩子會乖乖地做功課嗎，玩手

機時能夠學習到節制嗎?  

參考資料《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香港經濟日報》 

「【網絡陷阱】疫情停課涉網上兒童色情物品案急增 最年輕受害人僅 7 歲被騙傳裸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