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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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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鹏

深究青少年沉迷网络

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除

了部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

供者责任缺失的因素外，

家庭、学校等各环节的“失

守”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鉴于网络活动具有虚

拟性、隐匿性、复杂性等特

点，想要从根本上治理青

少年沉迷网络问题，必须

立足于青少年的实际状

况，从“心”开始，“攻心”为

上，多策并举。

一是加强网络媒介素

养教育，增强学生科学利

用网络的能力。一方面，

学校应主动联合家庭和社

区，不断提高青少年理性

评估、质疑网络信息的能

力，进而引导他们把网络

作为获取知识的来源和学

习的手段，而不是视其为

娱乐、游戏甚至猎取、传播

不良信息和发泄不满的途

径。另一方面，学校要培

养青少年网民的自主性和

自律性，对他们实行系统

化的网络心理教育，引导

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和处

理“网上”与“网下”的人际

关系，正确对待虚拟空间

和现实生活的差别，学会

进行自我心理调适，提升

网络自律意识和网络法律

意识。

二是主动向虚拟世界进军，共建心

灵交往的网络平台。应对网络不良信息

尤其网络游戏的挑战，家长和学校要改

变“禁、关、停”的错误思路和做法，主动

“变堵为疏”，不强行禁止学生上网，而是

深入其中，有效利用网络信息渠道，如建

立班级网页、师生微信群或师生共用的

班级电子信箱等，共建心灵交往的网络

平台。如此一来，不仅能够大大提高师

生之间、生生之间信息的通达度和信息

反馈的及时性，达成多向交流。同时学

校和家长也可以借此及时了解学生的思

想动态，有针对性地解决他们的学习困

惑、生活疑难等。

三是加强线下的心理沟通与交流，有

力地解决现实问题。面对学业竞争、人际

交往矛盾等现实生活中难以排遣的压力，

部分心理承受力和解决困难能力都很有

限的青少年选择逃避现实、沉迷网络，在

其中寻求解脱，似乎也成了自然而然的

事。因此，要根治这种不良现象，学校和

教师必须正确对待并及时解决师生间、生

生间的矛盾与冲突，力求校园师生关系、

生生关系和谐融洽。同时，学校要大力开

展高品质的社团活动和丰富多彩的集体活

动，让更多学生有展示自我的舞台，培养他

们的集体合作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此

外，学校和教师还要不断加强家校社的合

作，多渠道疏导学生的心理困惑，竭尽所能

地解决他们在学习、家庭和社会生活中遭

遇的实际困难。

□本报记者 张纯纯

上周一的语文课上，上海外国语

大学附属浙江宏达南浔学校教师宋国

萍很自然地与学生们聊起了周末的热

点事件——“EDG夺冠”。11月7日凌

晨，来自中国LPL赛区的EDG战队赢

得了2021《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

军，仅在哔哩哔哩平台，这场比赛的直

播就吸引了3.5亿人，当天的微博热搜

也被它牢牢“承包”。

在这场随性的聊天中，宋国萍捕

捉到了几个亮眼的观点——“电子竞

技拿到冠军很厉害也很辛苦”“我们平

时打打游戏可不等于电子竞技”。“其

实现在的学生比老师、家长都要懂得

多，我都是大方地表示自己不懂，让他

们给我答疑的。”宋国萍说，在“人人触

网”时代，面对00后、10后这一群成长

于互联网大潮中的网络原住民，没必

要一谈网络游戏就色变。

杭州市青蓝小学语文教师魏榕与

学生谈论网络游戏时，则要显得更“专

业”一些。上学期，为了了解毕业班学

生写下的“当一名职业电竞选手”的职

业规划，她曾专门前往杭州一家知名

电竞俱乐部实地调研，旁观职业电竞

选手的日常，并写下2400多字的长信

送给学生。但魏榕的心里仍旧有着重

重困惑，在她看来，以电子游戏为载体

的电子竞技已经进入亚运会，但同时

又迎来了史上最严网络游戏新规，矛

盾的现实导向使“青少年如何与网络

游戏相处”这道题变得更复杂，也更具

挑战。

触网低龄化
谈“上瘾”却没那么简单

这学期，魏榕重新回到一年级带

班。她坦言，与六年级学生相比，一年

级学生即使玩网络游戏也是偏益智类

的，不需要太多的关注和干涉。

但前不久，她让学生造句，一名学

生的造句是：我可以用手上王者。“当

时班级大部分学生听到‘上王者’这个

词还都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我只是

告诉他这样造句不对，简单淡化过

去。”但这也提醒了魏榕，随着数字时

代的发展及家长年轻化等因素，学生

接触网络游戏的年龄在大幅提前。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发布的《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未成年网民

规模持续增长，触网低龄化趋势更为

明显。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8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4.9%，高

于全国互联网普及率（70.4%）。超过

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在学龄前就开始使

用互联网，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魏榕并没有太担心这样的现象，

她始终认为要以客观开放的态度来看

待青少年打游戏或是接触网络，“真正

令家长和教师害怕的还是沉迷”。

2021年3—4月，浙江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在全省范围内随机抽取2所小

学、2所初中、2所普高、2所中等职业

学校，开展青少年网络成瘾现状调

研。根据调查对象的自评结果，网络

成瘾者总检出率为16.5%，其中，中度

网瘾检出率为14.9%，重度网瘾检出

率为1.6%。

在杭州师范大学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研究所所长骆宏看来，网瘾一词

是教师与家长不能轻易说出口的。“真

正的网瘾判断有着严格标准。比如，

家长往往会从玩网络游戏时间的长短

来看孩子是否游戏成瘾，其实是不科

学的，更重要的是看孩子是否失控。

如果孩子做好了思想准备要痛快玩上

一天，那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只是想要

玩1个小时，却两三个小时都停不下

来，就意味着有失控的风险。”

骆宏认为，除了“是否失控”以外，

“是否将网络游戏当作所有事情的优

先选项”“网络游戏是否影响了日常的

学习生活”等都是衡量孩子是否游戏

成瘾的标准。“如果家长和教师轻易地

给孩子戴上‘成瘾’的帽子，有可能会

真正将孩子推向网络成瘾。”

史上最强游戏“限时令”
“监管关”绕不开家庭

伴随着“双减”政策落地，8月底，

一份针对未成年人的“史上最严网络

游戏新规”出台：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

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

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

1小时服务。

更重要的是，不少游戏企业平台

在“一周3小时”的限制里又加强了自

己的防沉迷监管系统，例如腾讯利用

“全天巡航”系统，专门针对“孩子冒用

家长身份信息绕过监管”的问题，对所

有可疑账号重新进行人脸验证。

这也让不少家长有了新烦恼。“到

底要不要帮孩子重新认证？”一位初中

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孩子之前常玩的

一款网络游戏是用自己的身份证验证

的，新规刚出台时并没有受到影响，但

后来这款游戏需要重新验证，自己也

陷入了纠结当中。

当技术和政策已经尽可能在未成

年人与网络游戏间树起一道强有力的

屏障后，“自控关”和“监管关”成了许

多家庭面临的最终考验。

许多家长认为，网络游戏导致孩

子成绩下降、不求上进，甚至视之为亲

子关系疏离的最大诱因。但省教科院

的调研结果显示，在不同陪伴人维度

上，网络成瘾检出率最高的是陪伴人

为亲戚、教师，由父母共同陪伴长大的

孩子网瘾检出率则最低；在不同家庭

背景维度上，检出率最高的是时常吵

架的双亲家庭，为25.77%，而生活在

幸福美满的双亲家庭的孩子网瘾检出

率最低，为14.41%。

“不能单纯说是父母的问题，也不

能单纯说是孩子的问题，更应该关心

的是这些因素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

的，才能更有效地找到适合一个家庭

的方法。”骆宏说。

丽水市家庭教育讲师刘永贵则

认为，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家长

要用不同的“招”。他提到，幼儿园阶

段家长应该尽量做到不在孩子面前

玩手机或游戏，小学阶段可以与孩子

协商玩游戏的时长、次数，中学阶段

的孩子一般具备了自我管理能力，家

长则要一边放手一边适当干预，“但

最重要的是，不论什么阶段家长都要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要试着理解孩子

的感受和立场，允许孩子出现顶嘴等

现象，在约定的规则中，逐步建立孩

子的规则意识”。

那位初中学生家长最终还是决定

帮助儿子完成人脸验证，她说：“有时

候让孩子痛快玩上几场游戏，反而沟

通更顺畅，亲子关系也更好了。”

“网络”并不止于游戏
“双减”提供更多解题可能性
“我们班学生打游戏的比较少，但

是他们爱刷短视频，喜欢看吃播。”宋

国萍笑着说，这也是学生们主动告诉

她的。这种时候她仍旧是装作“小

白”，请全班一起来聊聊。“有时候对于

教师说的话，学生会有逆反心理，但同

龄人之间畅所欲言，他们反而会客观

地来看待很多事情。”

一直以来，网络游戏在中小学生

的网络娱乐行为中占据首位。但随着

互联网功能的不断扩容，现在越来越

多类似刷短视频这样的娱乐方式开始

占领他们的空闲时间。

“其实很简单，现实世界比网络世

界好玩，小孩子自然不会沉迷了。”宋

国萍认为，学校和家庭能做的就是丰

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她提到，在“停课

不停学”期间，学生必须要与网络世界

亲密接触，她靠上一次“才艺展示台”、

秀一张“阅读分享单”等丰富多彩的班

级活动，顺利“抢占”学生们的空闲时

间。她也会常常与学生们分享经典书

籍、电影、音乐，不断提高他们的审美

能力，更好地去辨别五花八门的网络

世界。

而现在，“双减”政策落地，学生们

多出来的空闲时间更是给家校社三方

提供了一个共同发挥的大舞台。

近日，一堂《“双减”下如何引导孩

子正确使用电子产品》课在幸福丽水

家庭教育线上直播课堂向全市中小学

家庭推送，观看人次达5.9万。而这正

是遂昌县教育局与妇联、关工委、家庭

教育学会合作的一次新尝试。

“‘双减’政策的出台，正是为了解

决阻碍孩子健康发展的各种问题，使

每个孩子都能有快乐幸福的童年。”遂

昌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根松表

示，这样的举措能够架起家校沟通的

桥梁，形成一股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的合力，共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一边是霸屏热搜、为国争光，一边是“史上最严”“洪水猛兽”

“青少年与网络游戏”这道难题，如何破解？

视点第

□本报通讯员 钱大彤 李欣玫
陈香丽

“司机叔叔，快把广播打开吧！

我们要上课啦！”听着学生们的“呼

声”，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校车司

机龚师傅熟练地打开了广播。伴随

着熟悉的前奏音乐，学生们稳坐在座

位上，开始津津有味地上起了校车上

的托管课。

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是北仑区

唯一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有寄宿生，

也有走读生。如何做好两者的课后服

务？学校创新采用了寄宿生晚自修托

管和走读生校车托管相结合的方式，利

用学生上下学在校车上的时间，在车厢

内开设“长鼻子校车广播”。

下午4点，放学的铃声刚刚响起，

学生们就迫不及待地背上书包，奔向校

车。“今天广播里放送的故事是我们班

的同学讲的呢！”四年级学生小邢的家

位于北仑区新碶街道，他坐校车回家需

要30多分钟，以前在车上看书、写作业

会晕车，“有了‘长鼻子校车广播’，我们

的回家路不再枯燥，我们在校车上听课

比平时还认真呢”。

为了让车轮上的托管课堂更加高

质量，学校还专门让师生录制了“微课

程”“校园新闻”“教师寄语”等学生们

喜闻乐见的“独家”广播内容：副校长

殷光举与学生们一起重温上个月学校

开展的各项精彩活动；教师陈思伊、丁

九阳与小主播们共同开设了《喜剧人》

《音乐室》《科技馆》《大咖秀》等栏目，

让学生们尽情展现自我；“少年非遗

说”浙江省半决赛最佳表现奖获得者

高子杨、龚清漪、周莘东3名学生，利用

广播分享浙东民间传说，丰富同学们

的见闻……

“现在，车轮上的托管课堂已经成

为展示学校教学成果、锻炼学生综合能

力的平台，受到了师生的广泛欢迎。”校

长刘飞耀介绍，把校车上的40分钟用

好用活，既改善了学生搭乘校车的体

验，也最大程度地用好了学生们上下学

的“10公里”，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了教育。

据了解，下一步，该校还将继续贯

彻“双减”政策，提高课后服务质量，丰

富服务形式，培养更多的学生主播，让

学生们在“校车广播站”汲取知识，丰富

见闻，感受快乐。

为落实“双减”政策，德清县三合中心学校
利用丰富的校内社团资源，开展体育类、科技
类、非遗特色类等多门“三点半”课后课程，满
足学生的不同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图为
学生正在练习抖空竹。

（本报通讯员 王 正 摄）

车轮上的托管课堂
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用好校车上的40分钟

追寻农耕印记

近日，建德市李家中心幼儿园长林分园举行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追寻农耕印记”农趣运动会。爬“雪山”过草地，挑箩
筐送“军粮”……此次运动会还将红色元素巧妙融入比赛项
目中，使幼儿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传承红色精神。

（本报通讯员 廖艳芳 傅慧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