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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孩子玩手机是“堵”还是“疏”？
大家来支招，一起冲破假期“网笼”

信息时代，手机已成为现代
人身体的一部分，无法或缺，不
能割舍。所以，自己已活网中央
的成人们，怎么能让孩子对智能
设备完全隔绝。

平板和手机焦虑，已成为中
国家庭焦虑排名靠前的焦点，网
络不能断，手机收不回？怎么
办？影响学习也就罢了，还影响
身体，眼睛近视、脊柱弯曲，同
时影响心理，不会不愿和不屑与
现实中的人交往……

如果你是班主任，我相信你
一定有听过很多家长极度无奈地
抱怨求助：“拿起已经无法了，
平板都砸了几个了。”这是上个
月和贵阳一个初中班主任聊天
时，她苦笑着说的：“这个家长
的‘砸了几个’，就证明就是砸
了又买了呗。”家长很无赖，班
主任也没有特别有效管用的统一
办法。

网，是不是笼，也许不能一
概而论。在《乔布斯传》中，乔
布斯生前计划将下一步的发展重
点放在教育领域。所以，他已经
看到，通过网络的学习，必定是
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笼”中的
莘 莘 学 子 ， 可 以 通 过 世 界 之

“笼”的便捷，得到世界之广的
教育资源。

所以，既然堵不住，索性不
堵。从孩子触网开始，就让他建
立“手机和平板首先是工具”的
概 念 。 现 在 有 很 多 订 阅 号 和
APP，都越来越成熟，无论是内
容选择还是画面设计等，已很丝
滑地将娱乐性融入其中。同样是
玩，玩的东西不一样，玩的结果
必定不同。如果你一直都是刷低
级没营养的短视频，你怎么能吃
得惯高级的营养餐，如果你一直
习惯生活在垃圾堆中，怎么可能
辨别欣赏钻石。所以，既然已经

“困在网中央”，那家长和老师，
干脆充分利用网络，筛选优质网
络资源，充实孩子的暑期之网，
也慢慢锻炼他学会自己“去粗取
精”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一
朝能练成，暑期的“网笼”生活
是个好机会。信息爆炸的时代，
搜索筛选整理是种“超能力”。
伴随这种能力成长的孩子，他们
更有能力走上快捷的赛道，更因
这种适应时代的能力，一不小心
有可能就跨入了成功的“窄门”。

我们更期待的是政府部门能
出台相应的监管措施，严格限制
未成年人上网时间、上网渠道、
上网类型等，帮助引领孩子触
网、用网、因网受益，减少社会
性焦虑。

本报记者 杨凯 王军 实习生 李若希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让孩子
沉迷，已成引发我家庭矛盾的导
火索。”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先生
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说出了他
对“要不要给孩子玩手机”话题
的态度。

杨先生家有一个 14 岁的儿
子，由于生意忙，在孩子小时候
疏忽管教，为了让孩子“听话”，
经常把手机当成“哄娃神器”，上
学期间还好，现在暑假不给孩子
手机，孩子就会大声吼叫，甚至
以不吃饭与父母对抗，让他们头
疼不已。

与杨先生同样头疼的还有赵
女士，因为她发现自己10岁的儿
子以交作业为由借走手机玩游
戏，趁自己不注意的时候，为买
游 戏 皮 肤 用 她 的 微 信 支 付 了
5000 元人民币。为此她已哭过
几次，母子关系在这个暑假变得
更僵了。

“放假在家，每天拿着电话手
表玩，连走路都要拿着它听故
事。”市民陈先生说，寒假期间，
他多次提醒儿子不要一直玩电话
手表，最后他一怒之下就把手表
砸了，因为他发现，儿童智能手
表内置了短视频 App 和浏览器

App。孩子可以刷到一些娱乐性
强，甚至带着性暗示的短视频和
直播，还有一些暴力照片或信息
等儿童不宜的内容不时弹出。

另一位学生家长张家华告诉
记者，他家有两个孩子，大儿子
读初二，小儿子上小学，两个孩
子都因放暑假在家，每天都会玩
一两个小时的娱乐游戏。“上学的
时候学校对学生进行管控，周一
至周五是以学习为主，完成作业
任务后就安排时间休息，没有给
他们玩游戏的时间。”

同样针对孩子上网娱乐游戏
的问题，高三学生家长罗女士这
样认为，高一和高二期间，孩子
处于学业过渡期，性格叛逆，自
控能力较差，除了玩手游，有时
还会偷偷去网吧玩，现在高三
了，面临升学的关键时期，作为
家长，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劝其以学业为主。

家长罗文科说：“现在中国电
竞行业发展得还算不错，如果我
的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我也会
顺从他走这条路，但是如果没有
电竞天赋，就要把握好度，好好
学习，考上理想大学，学习立身
之本。”

家长给不给？

尽管很多家长都反对孩子过
多接触电子产品，但是从时代的
发展，还是个人的发展来说，禁
止孩子使用电子产品，都是不现
实，且不可能的。为此，学校又
是怎样做学生“收心”工作的？

“随着智能电子产品的普及和
移动网络的无处不在，学生接触
手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我校50%左右的小
学生拥有手机或电话手表，而且
网络‘铁粉’日趋低龄化，近四
成小学生过度依赖智能手机。这
引起了学校及家长对孩子们正常
生活是否受到干扰的担忧。”贵
阳市龙井小学教导主任黄雪莲用
数据说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广
泛接触手机，并且存在过度依赖
现象。手机中的游戏和不断开发
的新功能，也让学生难以自拔，
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手机的依
赖。

“我们学校是半寄宿制学校，
住校生的手机是由学校宿管办统
一管理，在校期间一般不得使用
手机，但走读生中的留守儿童比
例较大，一部分是缺少监管或者
隔代监管，还有极少部分任性孩
子的家长不敢大胆管理。”沿河土

家族自治县第四中学党委书记杨
承波介绍，该校学生在校期间使
用电子平台必须是在老师的监管
下进行，学生在家期间使用电子
平台必须得到家长同意并由家长
严格监控，并利用假期“千师进
万家”活动，积极与家长和学生
进行沟通，管控好手机。同时，
学校还利用班级家长微信群与家
长进行交流活动，在每个假期结
束精心设计好开学第一课，做好
对学生的收心及鼓励工作，还会
在开学第一周根据学生听课状
态，进行学生谈心谈话工作和家
长访谈工作。

“学校有专门的手机管理制
度,明确规定学生在校期间禁止使
用手机,对情况特殊需要携带手机
的学生须家长同意并填写申请书
向学校提出申请，学生每天使用
电子产品不得超过30分钟。”贵
阳市花溪小学大队辅导员陈欣表
示，为了让学生“收心”，该校还
制定了回顾假期生活、调整生活
作息、检查作业完成情况、制定
新学期计划和目标、关注学生心
理等家校合作形式，在假期结束
后帮助学生调整心态、迅速恢复
学习状态。

学校允不允？

手机可以随时拿起，孩子却
不能随意放下。我们生活在一个
电子产品时代，尤其是人手一部
的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助手，孩子对电子产品
的使用，是堵还是疏，对此，遵
义师范学院心理学副教授谢光金
给出了建议。

沉迷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危害
有哪些？

1.影响注意力。很多游戏、视
频有频繁的视觉和听觉变化，会
干扰大脑的自然防御机制，影响
大脑集中注意力。

2. 导致成瘾行为。有些手机
内容可能会通过改变大脑的电脉
冲频率，阻碍正常的心理过程，
对大脑产生催眠效果，导致成瘾
行为。

3. 影响正常的社交生活。世
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面
前，你却在和网上的陌生人聊天。

4.影响身体健康。过度使用手
机容易造成视力下降，熬夜刷剧睡
眠不足，长期躺着看手机还容易造
成脊柱侧凸，还可能造成昼夜节律
紊乱、营养不良、胃溃疡、肥胖等
问题。

怎样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手机？
1.给孩子有限制的选择。和孩

子约定好手机使用时间，并且严
格执行。比如，约定好假期每天
可以玩一个小时手机，到时间就
把手机收走，态度要和善而坚
定，形成规律后孩子就不会一直
吵了。

2. 对孩子手机使用进行监
管。要了解孩子玩的什么游戏，
看的什么视频，最好是陪在旁边

以便于指导和监督。当视频中出
现暴力或不合适的场景时，要及
时切换，并且引导孩子正确看待
不良视频。

3. 帮助孩子列出一份他们喜
欢的活动的清单，以便他们无聊
时能够找一些其他事情做，而不
只是刷手机。

4. 要和孩子谈谈手机和视频
游戏会上瘾，会损害视力，让他
们知道你为什么担心并希望限制
他们看手机和玩视频游戏。

5. 在吃饭时，要关掉电视，
不看手机，一家人聊聊天，增进
感情。

6. 以身作则管理手机使用。
如果家长控制不住整天刷手机，
就不可能让孩子心甘情愿地放下
手机。

谢光金认为，应给孩子以尊
重，让他们自己来做决定。同
时，家长阐明自己的立场，并监
督孩子执行他们的手机使用计
划，适时鼓励积极的手机使用行
为，相信手机就会成为孩子成长
的良师益友，而不是牵绊孩子成
长的“损友”。

陪伴是最有效的教育。家长
一边刷手机一边陪孩子的行为，
很可能让孩子对正常的交流等失
去耐心。父母的陪伴能够让孩子
更好地与人建立亲密关系。这正
是因为，有效陪伴能减少孩子的
孤独感、增加安全感，从而形成
稳定、积极的心态，能更勇敢也
更从容地面对他人、面对人生、
面对世界。

放下手机，陪孩子一起冲破
假期的“网笼”。

暑期即将结束，又到了学校
对学生准备开展“收心”工作阶
段，同时也是帮助暑期回来的孩
子突破“网笼”的最好时机。为
此，贵阳市龙井小学副校长李艳
分享了该校的“收心”方法。

学校的开学收心工作需要教
师、家长和学生三方面的共同努
力。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措
施，可以帮助学生顺利过渡到新
学期的学习状态，提升学习效率
和心理适应能力。

沟通家长方面：

1.定期召开家长会，专门就
网瘾问题进行讲解和讨论，让家
长了解网瘾的危害、表现和成
因。

2. 建 立 一 对 一 的 沟 通 机
制，通过电话、微信或面对面
交流，及时向家长反馈孩子在
学校中与网络使用相关的行为
表现。

3.为家长提供专业的教育资
料和讲座，帮助家长提升对网瘾
的认知和应对能力。

引导孩子方面：

1.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引导孩子正确认识网络，培
养健康的网络使用习惯。

2. 让同学们共同探讨网瘾
的危害，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 对于有网瘾倾向的孩
子，安排老师进行专门的辅导和
谈心，了解他们的内心需求和困
惑。

4. 制定合理的校园网络使
用规定，约束学生的上网行为。

5. 鼓励孩子参与丰富多彩的
课外活动，转移他们对网络的过度
依赖。

教师层面：

以身作则，率先“收心”
教师自身要精神抖擞，率先

从假期状态中调整过来，为学生
树立榜样。

通过积极的教学态度和良好
的精神状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引导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
态。

检查作业，督促“收心”
假期作业要做到有布置、有

检查、有批改、有讲评、有总
结。

开学后，教师要将学生的作
业一一批阅，共性问题课堂上集
中讲评，个性问题进行个别辅
导，要求学生将错题逐一更正。

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纠正
错误知识，进行复习，并尽快进
入学习状态。

贵阳市龙井小学副校长李艳：

戒网收心回课堂

专家建议

遵义师范学院心理学副教授谢光金:

给孩子有限制的选择

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开始
“放飞自我”：晚上不睡，白天
不起，没有课后作业，闲暇时
间大把，于是手机、平板电脑
等电子产品不离手，养成坏习
惯。

对孩子来说，平时要学习
不能玩手机和平板电脑也就
罢了，难道假期还不能实现手
机和平板自由？而家长的忧
虑则是，不给怕影响亲子关
系，给了怕影响孩子成长。给
与不给每个假期都会在各个
家庭反复上演。

那么，假期到底要不要给
孩子玩手机或平板？家长应该
如何做，才能让孩子远离游戏
呢？

堵不如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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