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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过度暴露

孩子的姓名、年龄、住址、电

话等均是重要的个人信息，家长

需引导孩子予以保护，不能在网

上轻易透露给他人。

在网络平台大量“曝照”

过度“晒娃”可能对儿童隐

私造成伤害，而放任孩子在网上

发大量照片，也可能引起骗取私

照的不法分子的注意。

做“键盘侠”

网络上可以发表自己的看

法，但也需谨慎。网络言论不仅可

能被追查，还会被人记录、转载和

传播，这对孩子成长绝无好处。

与陌生网友见面

孩子若想跟陌生网友见面，

一定要征得家长的同意。家长最

好在网友见面时采取合适的保

护措施。

随意使用网络支付

近年来，儿童通过网络支付

花费巨款充值游戏、打赏网络主

播等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家长需

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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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农村孩子的
陈鹏

模糊
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今年，王宏建的女儿刚刚考

入中学。她喜欢拿手机看短视

频，从做完作业直至睡觉前，手

机一直不离手。以前，爷爷的唠

叨对她没有多大作用。这一次，

父亲的归来让她倍感压力。她所

在的中学地处城乡接合部，学校

管理非常严格，明令禁止在校使

用手机，开学没多久就有两个同

学因为在课堂上玩手机而被老

师当场没收。

在当地，一名17岁农村少年

沉迷手机直播软件，以不吃不喝

等方式威胁父母为其充值，短短

两个月，就花掉了两万多元。这

让王宏建下定决心将孩子与手

机完全隔绝：“要是现在还不管，

可就刹不住车了。”

没收手机之后，“暂时有点成

效”，儿女们与王宏建的交流多

了起来，学习时间也明显增加。

但是要一直隔绝孩子与网络的

接触吗？王建宏摇了摇头，没有

给出答案。

“一刀切反对农村孩子使用智

能手机、接触互联网，既不合理，也

不现实。”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

教育发展研究所特聘教授李涛表

示，智能手机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有

效渠道，借助移动互联网，原本横

亘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数字鸿

沟”正在消弭，而网络游戏对青少

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一些优质的

益智类游戏也承担着促进孩子社

会化的正向功能。

李涛坦言，在一些手机游戏

的“攻势”面前，农村孩子显然难

以抵挡，容易影响学习成绩，长

时间盯看手机屏幕，更会危害身

体健康。沉迷手机游戏，容易模

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虚拟世界

中的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是引

发现实社会恶性事件的导火索。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发出

《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

网 络 教 育 引 导 工 作 的 紧 急 通

知》。通知指出，成瘾性网络游

戏、邪恶动漫、不良小说、互联

网赌博等不断出现，造成一些

中小学生沉迷游戏、行为失范、

价值观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

了中小学生的学习进步和身心

健康，甚至出现人身伤亡、违法

犯罪等恶性事件。

对抗
枯燥的日常生活

手机游戏的吸引力，为何那

么大？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

儿童研究所曾对全国 10 个省区

市 6000 多名学生及其所在的家

庭进行过详细调查，分析得出有

四类青少年容易沉迷网络：缺乏

温情教育方式、缺乏社交能力、

面对压力缺乏应对能力、自我认

同度比较低。

这一系列问题在留守儿童群

体中长期存在。在乡村一隅经常能

够看到三五成群、年龄相仿的少年

围在一起，捧着手机玩得尽兴。

手机网络游戏所表现出来的

社会交际功能，在农村学生群体

中更加突显。在网络游戏的世界

里，他们会进行“虚拟社交”，分享

游戏心得，扮演“成功者”，获得难

得的成就感，从而形成“圈子”。

李涛表示，手机游戏是农村

孩子能够获得的最便利、最廉

价、成本最低的娱乐活动，他们

借助手机游戏来对抗枯燥的校

园生活。

数据显示，留守儿童的游戏

时间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每

天 玩 4—5 小 时 ”占 比 分 别 是

18.8%和 8.8%，“每天玩 6小时以

上”占比分别是18.8%和 8.2%。

虽然游戏公司会推出防止游

戏沉迷的“三板斧”——限制登录

时间、父母一键禁玩、加强实名认

证等措施，但这些措施在农村地

区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在外务

工的父母很难监督子女的游戏时

间，一些农村孩子也会通过他人

身份信息注册游戏账号。

丰富
孩子们的日常活动

“周一到周五不能使用手机，

周六、日使用手机时间不能超过

1小时。”这是江西省鄱阳县高家

岭镇大塘小学校长何洪华给学

生定下的规矩。

没有农活、不干家务，农村孩

子常常难以找到可以交流玩耍

的对象，也无法像城市孩子那样

可以去图书馆、体育场、博物馆

等，原本常见的钓鱼、游泳等活

动也不见踪影。

上饶师范学院的大学生邝小

敏，曾在当地支教了一个学期。她发

现，很多学生放学都不愿意回家，而

是成群结队地待在学校附近的空地

上，蹲在一块玩手机。对这一情况，

“和留守儿童其它问题一样，苦口婆

心说教的作用几乎为零”。

后来，在放学后，邝小敏就同

几名支教大学生组织学生进行

文体活动，打篮球、学唱歌，活动

开展没几天就有很多孩子主动

参与进来。“这样现实的交流，同

样可以带来快乐，还压缩了他们

使用手机的时间。”邝小敏说。

李涛表示，提高日常生活的丰

富性，寻找社会活动来替代手机的

交互性，可以在现实交流中帮助农

村孩子找回属于自己的快乐。

“现在国家对乡村教育支持

很大，硬件设施、校舍宿舍的投

入很大，保障农村学生有学上之

后，更要为其成长创造良好的环

境，确保其读好书。”作为一校之

长的何洪华一再强调，这些年我

们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上学问

题、安全问题，但忽略了孩子们

的精神与文化的需求，家长、教

师和学校应该形成合力，绝不能

放任手机游戏挤占农村孩子的

成长空间。 （据《光明日报》）

为防止儿女沉迷于手机游戏，

王宏建告别了打拼15年的城市，返

回老家湖南农村。他到家的第一件

事就是没收孩子们的智能手机。

据估算，农村青少年网民近

千万。面对智能手机，隔代监管的

困境和乡村教育的尴尬，让农村

青少年手机依赖问题凸显。

有多少父母能够舍弃支撑整

个家庭生计的工作，返回农村老家

看管孩子？难道只有没收手机，把

孩子与互联网完全隔绝，才能解决

问题？治理农村孩子沉迷手机，净

化农村教育环境，该从何处下手？

家长如何帮孩子预防网瘾

专家这样说

家长要动脑筋引导孩子找到新的快乐感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犯罪学院教授 李玫瑾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

网络成瘾能让人产生快乐感，

它的产生与年龄段、孩子的需

求、亲子关系、性格都有关系。

对于沉迷网络游戏的孩子，家

长没收手机并不能让孩子回

到书桌旁边。因为沉迷网游带

给孩子快乐感，家长要动脑筋

引导孩子找到新的快乐感，才

能让孩子主动把手机放下来。

新的快乐感可能源于体育运

动项目，也可能是对于军事和

历史中伟大人物的认知或是

其它引发兴趣的事物。

家长要主动营造良好的

家庭氛围和家庭关系，用发展

的视角来审视孩子和引导孩

子。学校方面要把心理健康教

育融入到学校各项教育活动

之中，通过心理辅导、心理行

为训练等多种形式，为中小学

生提供及时、有效、高质量的

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发现存

在严重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

的学生，要及时转介到专业医

院进行治疗。

家长要主动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家庭关系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 刘华清

家庭中，要限制孩子看电

视、玩游戏、上网等接触电子屏

幕的时间。再次，家长或其他孩

子监护人要采取积极的手机游

戏管控措施，要了解孩子所玩手

机游戏的类型与内容，要了解孩

子日常接触的网络世界，加以引

导和管理。更重要的是，一旦发

现孩子玩手机游戏，不要简单粗

暴地制止，而是要学会并愿意与

孩子一起玩，或让孩子参与到其

它健康有趣的文体活动之中，以

更加积极的方式减少与杜绝沉

迷手机游戏给孩子带来的危害。

家长要了解孩子接触的网络世界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秦玉友

如果家长管理不好自己的

网络行为，那么孩子的网络沉迷

问题也会随之加剧。所以，家长

必须强化自身榜样示范作用，有

意识地放下手机、离开电脑，多

和孩子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更重

要的是，家长要培养孩子健康广

泛的兴趣爱好。现实世界比虚拟

世界精彩得多，家长不妨多花点

时间，和孩子一起运动、旅行，一

起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让孩

子在学习之余接触到丰富多彩

的现实生活，让他们掌握获得快

乐的能力。

家长应管理好自己的网络行为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 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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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瘾
这张无形的

随着青少年上网人数的急剧增加，网络成瘾已成为困扰

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难题，严重威胁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

告》指出，2015 年，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到 2.87 亿，其中

27.6%在农村地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中国青

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2018 版）》，明确界定了网络

成瘾的定义及诊断标准，而缺少监管的农村留守儿童，则成

为了网络成瘾的高发人群。

为了解决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近年来，国家多次出

台规定。去年底印发的《关于严格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管理的

意见》，对网络游戏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内容进行集中整治；

前不久，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实施方案》，要求“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实施网络游戏总量

调控”。重拳整治网络空间秩序、规范青少年网络使用，体现

了管理部门的决心。当然，解决青少年网络成瘾这个难题，单

靠管理部门的努力远远不够。只有多方发力、齐抓共管，方能

让青少年远离网络沉迷的陷阱。

不该只剩手机

“网”

（本报编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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