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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一件件交代，连自己都觉得唠叨啊！孩子催我：‘知道了！再不去要迟到了！’还不知道他那点小心

思，就等着爸妈出门好摸鱼！”

这样“依依不舍”的戏码，有没有每天在你的家门口上演？

一到假期，电子产品就成为了亲子矛盾大爆发的导火索。为了让孩子和电子产品保持距离，家长们真是

操碎了心，什么办法都用上了，真可谓“斗智斗勇”。

电子产品成暑期亲子矛盾爆发导火索

娃偷玩iPad到凌晨4点
杭州妈妈一下就炸了
本报记者 金丹丹

这款“暑假神器”受爸妈追捧

7月初，暑假刚开始，杭州家长钟先生家客厅的摄像头就开启了。

“前几年寒暑假都有祖辈帮忙，今年因为种种原因，老人在老家过不来，孩子又不肯去

暑托班，发愁啊。”钟先生说，自己和妻子的工作很忙，孩子不方便来公司，只能让他一个

人在家里，中午轮流送午饭。

钟先生的儿子今年小学五年级，因为担心孩子在家“狂玩电子产品、狂看电视”，他

和儿子沟通后，在客厅装了摄像头。

摄像头是他请教了几位“前辈家长”后购置的。“他们都说这是暑假神器。一方面孩

子一个人在家，怕万一有什么事，可以随时看一下；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一个‘威慑’装

置。”钟先生说，担心孩子心理上不接受，特别提前沟通了。

“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玩电子产品，按照我们的约定来，不要瞒着我们偷偷看。我们

也特意跟儿子说，装摄像头并不是真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钟先生挑了 360 度转

动的摄像头，找安装的位置也煞费苦心，找的是客厅置物架的隔层，找了块木板延

长，这个位置刚好整个客厅和孩子的房间都看得到。

家里藏不住iPad，只能随身带

陈女士和六年级的女儿大吵了一架。女儿借着查资料、和同学沟通等“名头”，一次又一次要求用iPad。

“暑假嘛，我觉得放松一下也没啥，就少了警惕，也没有及时把 iPad 拿回来。”最近陈女士发现女儿

早上起不来，叫醒了也没啥精神。她马上要求女儿交还iPad，打开后查看屏幕使用时间，女儿竟然

“破解”了密码，连续三天，都在半夜里偷玩，几乎每天的使用时间都超过了5小时，有一天则玩到了

凌晨4点多。

“游戏因为未成年人账号有限制没法玩，其他的应用，网页、微博、小红书、b站等翻了个遍！”陈女士

当场急火攻心，气到发抖，大骂女儿一顿后把社交、娱乐类 app 全部删光。那天之后，陈女士白天上

班就多带了一样东西——iPad：“放家里哪怕藏好了也不放心！晚上回家，我在场的时候才能用。”

林女士则花了三个小时申请了儿子的专用账号。

“儿子暑假有个网课，所以要用到iPad，但是我只希望他用钉钉，不用别的app，怎么办呢？我上

网搜了各种方法，申请了未成年人账号，并设置我为监护人。平时iPad用他的账号登录，全天禁用

除了钉钉外的所有app，儿子要用，必须要发申请，我在自己手机上批准使用才行。”

这么严格的使用方法，林女士却意外发现，儿子竟对着“钉钉”嘿嘿笑。“我用了几年都没有发现

的功能被他发现了，他在钉钉里找到了看视频的通道！”林女士火速开启了青少年守护模式，她无

奈“把可能的漏洞，都贴上了补丁”。

各种“斗智斗勇”背后，家长“以身作则”很重要

“暑假的电子产品真的难控制！”家长姜先生和儿子约法三章，暑假期间只能在每周末使用

iPad 娱乐，每天完成作业后可以有 40 分钟的电视时间。不过，因为家里的无线网是常年开放的，

有几次他提前回家，儿子都在悄悄看网络电视。

发现娃无法自律后，姜先生一边循循善诱，做好思想工作，一边改造了家里的网络硬件软

件，换成可远程控制的路由器，并定时禁用电话手表。

在钱江晚报·潮新闻后台，很多同款家长也发来了他们和孩子的“斗智斗勇”。

“我们是管不住看电视，我已经带遥控器上班好几天了。”

“买了个学习机，只能下载钉钉和腾讯会议，不能连外网，没有微信等社交app。”

“活在这个科技时代，你说一点不碰电脑手机电视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规定好玩的时间和

内容，每天完成好学习内容，暑假看会电视，浏览一下网页也是可以的。”

有位家长则从自身找原因，他建议家长以身作则：

“关键是父母要以身作则，回到家陪伴小孩一起看书学习，不看电视手机。如果父母自己做

不到，即便有各种神器都没用。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子女少碰电子产品的最好神器！”

本报讯 “蟑螂、蚊子、苍蝇、独角

仙、金龟子、竹节虫、蝴蝶、蜻蜓⋯⋯看

着这么多的昆虫标本，真的很有成就

感！”夏日炎炎，暑期的浙江农林大学

校园里，总能看见一些同学拿着捕虫

网，穿梭于草丛中，抓昆虫、做标本。

他们正在为一项特别的暑期作业

而忙碌。浙江农林大学植物保护专业

在 6 月底给 2021 级的 64 名学生布置

了课程作业：以五六个人为一组，分组

到野外捕捉昆虫并制作成标本。每组

要捕捉涉及昆虫纲的 18 目 120 多个

科的昆虫 600 只以上，并按照要求制

作成昆虫标本。

怎么捕虫？

同学们拿着捕虫网、手套、塑料

瓶，工具齐全、全副武装，钻草丛、探高

地，白天抓捕，晚上灯诱，连学院楼、教

学楼附近的小草丛也不放过。其中几

名同学还一起前往了天目山采集和调

查昆虫。

植保212班学生徐艳敏所在的任

务组，作业完成过程有点窘：“第一天，

我们组员就捅到了马蜂窝，好在就医

及时，两天就恢复了；第二天，我们迎

来了大丰收，一次灯诱收获了几百头

虫；第三天，我们来到天目山，雨一停

就继续抓虫制标本；第四天一早，我们

一名组员居然昆虫鳞片过敏了；第五

天⋯⋯我想我在未来的几十年都不会

忘记这次经历，虽然状况频出，却充满

笑声。”植保211班的学生杨舒婷则表

示，之前她对蟑螂等蜚蠊目一类的昆

虫避之不及，现在都敢徒手抓它们并

给它们插上昆虫针了。

本报记者 林辰辰

通讯员 陈胜伟

捅马蜂窝、活捉蟑螂后
他们成为“捕虫达人”
捅马蜂窝、活捉蟑螂后
他们成为“捕虫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