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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调查

“今年暑假，你遭遇过这样的手机战争吗”，我们在浙江

24小时APP和钱江晚报教育微信公众号“升学宝”上发起了

调查，有5000多位家长参与投票。

大家都意识到了孩子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危害，可也明

白在如今新媒体时代，“70 后”与“10 后”之间对于网络已经

有了不同理解。是堵还是疏？如何疏？如何堵？这个难题，

困扰着包括钱报记者在内的家长们，我们该怎么有效面对信

息时代和电子产品这把双刃剑？

5000多人参与浙江24小时APP调查，85%家长很困扰

教育专家和医生一针见血指出——

别把错都推到手机头上
你真的去了解过孩子吗
本报记者 梁建伟 本报通讯员 陈宏程本报记者 梁建伟 本报通讯员 陈宏程

先来看看我们的调查结果吧。

●暑假，你允许孩子用电子产品吗？

80%的家长允许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有

家长很真诚地留言：如果有“心里不想，但不

得不允许”这个选项就好了，因为挡不住啊。

●你规定孩子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

长是多久？

这个投票非常平均，不超过半小时、半

小时到 1 个小时、一小时以上、不一定，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四个选项几乎均分。

●你和孩子为电子产品吵过架吗？

85%的家长曾因此和孩子发生过激烈冲

突，剩下的家长选择“没有吵架过”也是很无

奈，有的是害怕激烈的方式会更促使孩子想

玩手机，还有的则是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

●你家孩子主要拿电子产品干嘛？

这就是家长如此防范电子产品的原因，

因为一半以上的孩子会拿来玩游戏，还有些

孩子会用于聊天，只有少量的孩子是为了做

作业和查找资料。

●你家孩子有没有偷偷用电子产品，但

被你发现？

83%的孩子曾偷玩手机被家长发现。家

长通常很恼怒,最担心的是孩子沉迷于手机

游戏，以及玩手机会导致视力下降和影响学

习。

为了防止孩子过多使用手机，家长一般

采取的方式主要是直接没收、彻底断网、突

袭检查、修改手机密码、签订手机使用协议

等。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法都不奏

效。

小调查
来自校长的建议
给足孩子丰富的生活
让他们没时间玩手机

对于孩子玩手机的现象，杭州市九莲小学校长

蒋晓认为手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强制性地制

止孩子玩手机只会导致亲子关系紧张。

在蒋校长看来，家长首先要思考孩子爱上玩手

机的原因。“现在很多家长工作忙，没有时间管孩

子，一放暑假，就放在家里由老人带，孩子自己没有

丰富的生活，和老人玩不起来，小伙伴们大多各有

各的安排，在没有其他事可以做的情况下，玩手机、

看电视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娱乐。”

孩子是最会看样学样的，在家看父母玩手机，

出去看见别的人玩手机，既然大人们都玩得不亦乐

乎，那肯定是因为手机很好，孩子们这么想，就很自

然地产生了兴趣。于是，当孩子玩游戏正玩得兴致

勃勃，突然要被停止，自然会和家长起冲突。

蒋校长觉得父母必须认清事情的本质，尽可能

为孩子安排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比如，游泳、打

球、旅行⋯⋯如果孩子非要玩手机，可以约定玩手

机的条件以及时间，遇到哭闹也不能妥协，因为一

妥协，孩子下次一定还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延长时

间，这可以培养孩子准时守信的品质。当然，让孩

子玩手机，也要关注时间，不宜超过半小时；也要关

注玩的内容，暴力色情的更要引起高度重视。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副校长黄晓君持相似的观

点。在她看来，现在孩子使用手机是无法避免的，

手机和网络是学生与外界接触的主要平台，在暑假

里老师也会布置一些借助手机的作业，比如日常打

卡等。“暑假前，家长最好能和孩子约法三章，制定

好使用手机的规则。”

来自专家的分析
家长不要“自以为是”
事先交流非常重要

在杭州市教科所家庭教育专家、特级教师韩似

萍看来，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手机冲突，问题并不出

在孩子玩手机上，而是家长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

她曾和一个高中生聊过玩手机这个话题，在学

生看来，手机是他们做作业时的伙伴，如果遇到难

题困惑，可以借助手机拓宽思维；平常的学习生活

太紧张而无趣，手机里有很多有趣的信息，看起来

非常过瘾；他们可以通过手机里的社交平台交到志

同道合的朋友。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有自己的世界，不愿

意和身边的大人倾诉，手机就成了他们的‘树洞’，

是他们发泄日常情绪的工具。”韩老师认为，当家长

发现孩子使用手机时，应当先听取孩子使用手机的

原因，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孩子的需求，而非一

味地站在大人的角度指责孩子。

同时，家长还应该避免一些“自以为是”的固化

思维。韩老师就遇到过一个家长，她抱怨孩子周末

做事太磨蹭，起床、吃饭都拖拖拉拉，也经常因此和

孩子发生冲突，但是经过一番深入了解，韩老师发

现这个孩子“只是觉得放假了就应该好好休息，睡

个懒觉或是玩玩手机”，而在家长的潜意识里，认为

即使在周末孩子也应该非常自律，当孩子的表现没

有达到家长预期时，家长就要生气忍不住批评孩

子。许多时候家长会下意识地用自以为“对”的准

则去要求孩子，在确立准则时并没有事先与孩子确

认过，有时候他们自以为“对”的准则，可能并不适

合孩子的实际需要。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家长也应该更加注意，在

孩子使用手机时不能强制性地将孩子手机没收，尤

其是在孩子玩游戏在兴头上时，忽然将手机收走，

他们一定会很气愤，而且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很

强，这样的行为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身

份不被认同。因此，在处理手机问题时，事先交流

非常重要。

来自医生的警告
不仅仅会影响视力
更可怕的是阻碍发育

从成长的角度看，浙江大学医学院系统神经

与认知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奚望认为，学生应避免

长时间玩手机游戏。研究表明电子游戏对孩子

的影响有利有弊，一方面游戏中丰富的画面有助

于孩子视觉发育，也可以提高孩子的判断力和反

应力；另一方面如果孩子过多使用手机游戏不利

于社交，以及正常的情绪控制发育，造成情感障

碍或社交障碍等，更不要说大家都知道的影响视

力了。

同时，有研究显示，长期使用平板电脑等智能

设备，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多媒体设备正在改变人脑的工作方式，使我们关注

于事物的细节，而非对其进行整体把握，从而较难

完全理解信息。

研究人员选取了 300名志愿者，对其进行 4 项

测试，测试发现，阅读纸质信息的人比阅读电子产

品信息的人，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换句话

说，经常阅读纸质内容的人更聪明，并且善于全面

理解内容，而电脑阅读会让你死磕细节，很难把握

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