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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客嘉宾
河南省知名教育工作室主持人、高级教师 侯瑞平

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与评估院博士 王运召

河南大学教授 王惟红

郑州仁和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 欧阳

圆桌论坛
家长和孩子
寒假“手机
争夺战”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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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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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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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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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毁掉一
个孩子最快的方式，
就是给他一部手机。”
话虽然有些绝对，但
当“孩子+假期+手机”
组合在一起，确实令
很多家长头痛不已。

寒假即将到来，
很多孩子将抱着手
机、平板不撒手，不少
家长对此忧心忡忡，
担心孩子沉迷其中，
身体健康甚至心理健
康受到影响。于是，
家长和孩子间的“手
机 争 夺 战 ”一 触 即
发 。 2024 年 春 节
寒假里，多少部手
机 将 变 成“ 战 斗
机”？“手机
争夺战”如
何打赢？

寒假临近，“手机争夺战”即将再次上演

荥阳的 15岁男孩小王近半
年来对手机游戏上瘾严重，每天
至少要玩 6个小时的游戏，最长
的时候持续超过12个小时，如果
到寒假更是让父母发愁。

“孩子在初二本来成绩是中
上的水平，到了初三完全跟不上，
他爸爸说要把手机拿回来，他就
起了冲突。初三中考都没考，因
为初三有两个月没去上学。”小王
的妈妈说，“我们做家长的软硬兼
施，无法管教，只能带他到医院酒
瘾网瘾科诊治，最终被确诊为青
少年网络成瘾症。”

“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是
一件比辅导作业更让人头疼的
事。”家住郑东新区的王女士是

专职妈妈，这些年她和两个孩子
因为使用手机而斗智斗勇，而且
她花了大把的时间用来研究

“怎么从孩子手里拿走手机”。
现在，随着寒假临近，她很担心
好不容易管控的手机再回到孩
子手里，从此，又将出现手机失
控的局面。

“生活中，手机已经成为不少
家长的‘哄娃神器’，现在春节家
长的各类聚会多，在各种聚会场
合，孩子们端坐着集体玩手机的
场景司空见惯。”河南省知名教
育工作室主持人、高级教师侯瑞
平说，“家长用手机‘哄娃’，往往
存在一个‘高估’和一个‘低估’。”

“‘高估’的是孩子的自律能

力。手机游戏或短视频可以提
供即时满足，大脑释放多巴胺的

‘奖赏系统’可以被手机激活。”
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与评估院
博士王运召分析，“日前，央视主
持人白岩松在谈到手机成瘾的
普遍性问题时说，不仅是孩子，
其实超过 86%的成年人也会经
常无目的性地刷手机。成人尚
且如此，也难怪心智尚不成熟的
孩子们。”

河南大学教授王惟红指出：
“家长‘低估’的是孩子对手机的操
作本领。他们是‘网络原住民’，打
游戏、刷短视频等一玩就能学会，
引发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的民事
纠纷就不足为奇了。”

“手机争夺战”背后，其实是教育理念之争

“不让儿子玩手机，主要是怕
他上瘾啊，对学习各方面都不
好。现在孩子年纪还小，自控力
比较差。”在中原万达附近豫花园
小区居住的刘女士说。高新区的
黄女士担忧说：“假期女儿不停地
刷短视频，有些负面短视频对整
个观念影响非常大。”

“寒假里，学校教育的暂时
淡出让家长成为监督的主体。家
长与孩子之间有关‘手机自由’的
交锋、如何让孩子在合理可控范
围内使用电子设备，总是能成为
引发亲子冲突的导火索。”王运
召说。

“未成年人正处在三观、习
惯的培养期，面对寒假一个月的

时间，很容易因为没有节制使用
电子产品，导致沉迷游戏和短视
频。沉迷其中也将会给孩子的身心
带来巨大的影响。”王惟红分析，“以
手机为代表的电子产品都是‘双刃
剑’，移动互联网已然成为今日的
基础设施、明日的技术驱动，家长
不妨可以利用寒假这个亲子相处
的机会，更多地培养孩子会用网
络、用好网络的能力和习惯。”

“‘手机争夺战’的背后，涉
及的其实是教育理念之争。”侯
瑞平认为，“在手机成为学生学习
生活的必需品后，家长禁止或者
限制学生使用手机，已不是最佳方
式，而应该转变教育理念，引导孩
子养成健康的上网习惯，培养孩子

自主学习、自主管理的意识。重视
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责任心，也是
家庭教育的重要职责。”

“所谓的‘手机争夺战’，争夺
的其实并不是手机本身，而是一
个平衡、一个度。在‘如何引导未
成年人适度使用手机’的背后，其
实还潜藏着一个社会问题，就是

‘该如何引导未成年人正确地与
网络共处’。”侯瑞平指出，“现如
今，别说孩子，整个社会都已经离
不开网络了。可以说，没有网络，
人们举步维艰，世界无法正常运
转。我们需要更多思考的是，该
如何引导孩子客观地认识网络和
电子产品的利与弊，了解虚拟世
界与现实生活的异与同。”

不能简单“抢”回手机，把“立规矩”主动权交给孩子

在采访中，因为电子产品管
理而烦恼的家长不在少数，虽然
在寒假前会给孩子“立规矩”，但
是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孩子还是
会表现出抵触的情绪。为了限
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有的家长
会改掉手机、IPAD等设备的密

码，或者把电
子 产 品 藏 起
来，有的家长
则 直 接 给 孩

子 报 上 各 种 培
训班，排满孩子
的日程，为的就

是让孩子少玩电子
产品。

“要打赢‘手机
争夺战’，肯定不是

简单粗暴地从
孩子手里抢回
手机就算‘赢’，

这场‘战斗’的‘敌人’并
不是孩子或者家长，也
不是手机等电子设备，

而是这些电子设备
的无度滥用。”侯

瑞平这样说。那么，到底该如何
引导未成年人健康、合理地使用
手机等电子设备呢？

郑州仁和心理咨询中心首
席心理咨询师欧阳表示：“现在
的孩子成长在网络时代，自我意
识很强，并且在手机成为学生学
习生活的必需品后，家长简单粗
暴禁止或者限制学生使用手机，
已不是最佳方式，而应该转变教
育理念，给予孩子们更高质量的

‘不插电的陪伴’，用有趣寒假活
动的供给来抵扣上网时间。”

“要让孩子合理使用手机，
既要科学制定规则，也要赏罚分
明，丰富孩子业余生活。”王惟红
说，“现在大部分家长并不了解
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具体在使
用哪些功能、时长占比有多少等
细节。因此建议家长要更多关
注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具体做什
么，引导孩子平衡学习和娱乐的
时间。与此同时，顺应孩子自主
意识强的特点，把‘立规矩’的主
动权交给孩子。”

“别让‘信息高地’变为‘成
长荒地’。”侯瑞平有着 30年的
从教经验，她指出，“寒假里，家
长高质量的陪伴特别重要。作

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更
需要明确，手机等电子产品不是

‘带娃神器’，更不能代替父母的
陪伴。如果总是以忙为借口，缺
乏对孩子的陪伴，让孩子觉得生
活无聊，会更容易产生网络成瘾
这种行为。家长应该以身作则、

‘疏堵结合’，利用假期更好地培
养孩子的兴趣和爱好，让孩子在
现实活动中更多地感受到成就
感和快乐，寻找手机之外的快乐
生活，就会逐步远离网络。同
时，寒假其实是一个引导孩子养
成健康的上网习惯，培养孩子的
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自主规划
意识的关键时期，让孩子学会对
自己负责。”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樊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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