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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老师根本不

能理解，你成绩那

么好？怎么会有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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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教育部最近发了一份紧

急通知，要求做好预防中小学

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同

时还发出了《致全国中小学生

家长的一封信》，要求各地传

达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位家

长。信中还有“防迷网”三字

文，朗朗上口，便于记忆。

通知里用了“紧急”二字，

可见当前中小学生沉迷网络

问题的严重性。

去年年底，联合国世界卫

生组织将“游戏障碍”首次在

全球范围内列入了《国际疾病

分类》第十一版修改草案中的

“精神与行为障碍”章节，杭州

市第七人民医院物质依赖科

从今年1月份开始收治游戏

障碍者，目前在这里接受治疗

的近10位游戏障碍者，大多

是中学生。

记者了解到，因沉迷网络

前往杭州七院进行心理咨询

或治疗的青少年，其中 80%

以上的家庭环境都有问题。

“还有一个让我们意外的

是，这些孩子的成绩其实都还

不错。”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物质依赖科主任盘圣明说。

教育部发紧急通知，要求全面排查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

杭州七院从今年开始收治沉迷网络的学生，让医生意外的是——

成绩很好的学生也会沉迷网络

妈妈不停问：你有什么办法吗
孩子沉迷网络，家长有多焦虑？去年，记者曾采写过这样

这一篇报道：温岭一位父亲曾经有10年的时间和网游“抢夺”

儿子。

这位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无济于事，他说，“以我自己

的经历来说，孩子迷上网络游戏，做家长的真的是无能为力。”

他的儿子最终走出来，是自己年纪大了，但错过的青春和

学业将无法弥补。

报道见报后，一位姓程的妈妈就打进钱报的热线，说她的

儿子和温岭这个孩子有相同的经历，她想和这位家长联系，了

解一下具体教育孩子的方法。

程妈妈的儿子今年高三，在杭州一家很好的中学就读，成

绩优秀。但临近高二时，儿子开始迷上一款网游。

“学校不能带手机，但只要回到家里，就拿着手机或

PAD，一玩就是两三个小时。”

自从沉迷游戏后，儿子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以前喜欢的篮

球也很少打，对游戏之外的事情提不起兴趣。

程妈妈试过谈心、让老师介入、带孩子旅游散心，但问起

效果，她只是叹了口气。

最让程妈妈担心的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按他现在的成

绩，应该也能考上一本，但本来可以考得更好。”

谈话中，程妈妈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觉得有什么办

法吗？那个家长最后到底怎么解决的？”

只要孩子成绩好，家长什么都给
几乎每一位找到盘圣明的家长，都和程妈妈一样焦虑和

无力。

“有些家长直接说：我们管不了，医生，交给你们了。而有

些家长对孩子的管控已完全失效。”盘圣明感慨，“把孩子从游

戏中抢回来，还是离不开家庭啊。”

盘圣明发现有游戏障碍的孩子，很多都存在家长溺爱的情

况，“这种溺爱，表现之一是，只要成绩好，什么要求都满足。”

4月初，科室里收治了一位还在读初中的男孩，玩手机玩

到不愿上学，父母阻止其玩，他不但会发脾气，甚至打骂父母，

砸东西。

“其实这个孩子成绩还不错，三年前就开始玩手机游戏，

但并没有达到沉迷的程度，家长也没在意。去年他向父母提

要求，想买一部苹果手机，家长说，你只要把成绩从年级50名

提高到 30 名，就满足。这个孩子那半年学习特别刻苦，期末

的时候，成绩从年级50名上升到20名，比家长的预期还高。”

盘圣明说，家长就买了手机作为奖励，“结果，孩子不但在家

玩，还带到学校玩，被老师批评后，索性不上学，家长要没收手

机，他理直气壮地反驳：这手机是我的奖品，现在收走，你们就

是说话不算话。”

在医生和这个孩子的谈话中，他承认自己每天除了睡觉

基本都在玩手机，父母不让玩就会起冲突，最严重的时候会打

起来。

“孩子会拽妈妈的头发，还伤到过妈妈的胳膊。”盘圣明叹

息，“这就是典型的，家长只看孩子的成绩，只要成绩好，就满

足一切要求，而忽略了孩子其他方面的健康成长。”

孩子沉迷游戏，家长要反思什么
杭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咨询门诊部宋海东博士，曾在

2010年到2014年期间，调查完成课题《青少年网络成瘾机制

及社会心理干预研究》，在他的调查中，中学组的网络成瘾率

最高，高中其次，小学组最低，而在分析青少年网络成瘾原因

时，家庭教育是重要的一个因素。

“网络沉迷的小孩绝不仅是孩子自身的原因，不是简单的

自控力差，其中 70%到 80%的原因其实都是和家庭环境有

关。”宋海东列举了几种常见的情况：亲子关系不和，要么溺

爱，要么严厉，动辄打骂孩子；夫妻关系不和，或者父母太忙，

顾不上管教，全靠隔代管理，“除此之外，性格过于内向的孩

子，如果处在青春期，会因为自己生理上的一些问题自卑，比

如肥胖，从而沉迷游戏。”

宋海东在和前来咨询的孩子聊天时，常常会问：你有事情

是和爸爸说，还是和妈妈说。

“多数孩子都回答：我才不跟他们说，说了他们也不懂。”

这让宋海东感到无奈，“其实，孩子沉迷游戏，家长应该反

思：你是否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你了解他的兴趣爱好吗？

你是在用心陪他吗？你说他玩游戏，你知道他玩的什么游戏

吗？你和他一起玩过吗？”

“陪伴”这个词，也是盘圣明反复提起的。

“很多家长会诉苦，我陪他了，他不要我啊。那家长有没

有想过，你是如何陪伴的。就两人大眼瞪小眼坐在那里吗？

那他肯定不要你。陪孩子是需要花心思的。”

盘圣明强调，家长要做的是有效陪伴，“一般来说，会玩的

家长，才能陪好孩子。”

你成绩那么好，怎么会有压力
作为医生，盘圣明比较担忧的是沉迷于游戏，最终会影响

青少年大脑的发育。

“人的大脑，最终发育完善基本要到20岁左右，其中前额

叶发育最迟，而过度沉迷网络游戏会导致大脑前额叶的糖代

谢、氧代谢下降，最终造成大脑发育不良。前额叶部分又是负

责决策和自控的，所以有网瘾的孩子都容易出现情绪失控、发

脾气等行为。”

盘圣明的物质依赖科收治的游戏障碍患者都是情况比较

严重的，比如玩游戏的时间更长，出现失控，同时一旦离开就

烦躁不安，无精打采，不和同学朋友交流，游戏占据大部分时

间。与之伴随的是，这样的患者通常有严重的睡眠问题，有的

还伴随饮食问题。

“和以前大家想象的不同的是，成绩好的孩子也会沉迷网

络游戏，像我们科室收治的几个，成绩都不错。”

宋海东也表示，前来进行咨询治疗的，不乏一些重点中学

尖子班的学生。

“我记得有个孩子每次考试都是班级里的第一名。父母、

老师根本不能理解，你成绩那么好？怎么会有压力。其实这

些孩子有很重的学习压力、竞争压力，比如第一名如何保持？

这些孩子会觉得，只有在游戏中，才觉得自己活了过来，得到

释放。”

盘圣明手里的几个小病号在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已陆

续出院，“我们治疗以行为干预为主，尽量不用药物，尽可能的

少住院，也不是简单粗暴的立刻让他戒掉手机，而是循序渐

进，温情管控。”

但是，盘圣明也担心，孩子们回家后，情况是否还会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