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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子12岁的时候， 我就给孩子
买了一部智能手机， 一方面是因为孩
子提出要求， 说同学们都有， 就他没
有， 不方便跟同学们联系， 另一方面
我觉得孩子也长大了， 有一定的自控
能力， 我认为他有一定的自律能很好
地管理手机。 同时， 手机也是一个了
解世界的窗口， 让孩子多一个角度看
社会。 买手机之前， 我依然跟孩子约
法三章， 善意地提醒他不要过度依赖
手机， 要做手机的主人。 这时儿子答

应得好好的， 坚定地表示不影响学习。
谁知道， 买来手机没多久， 孩子就成
为了手机的 “俘虏 ”。 手机购物 、 聊
天、 看视频、 手游……儿子一下子离
不开手机了， 之前约定晚上九点之前
上交手机的规定也形同虚设。 每次找
儿子要手机， 他都暴跳如雷， 我们母
子俩的关系也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而
且只要一聊到手机， 立马就雷。 恩威
并施的方法一点都不起作用， 当时我
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很后悔给孩子买

手机。 后来无意间跟一位同事聊这件
事的时候， 她跟我说， 她已经跟手机
作斗争好多年了 ， 告诉我不能心急 ，
要一步步来， 只要不影响生活、 学习
就成。 之后， 同事传授了我很多经验，
我根据孩子的情况尝试了不同方法 ，
最终找到了我、 孩子、 手机的平衡点，
现在应该还算是人机可以和谐相处了。

其实正确使用手机不仅是孩子需
要面临的问题， 也是我们家长需要面
对的， 所以我、 他爸、 儿子成了战友，

我们把手机放在桌面上， 一起探讨手
机， 什么时候使用， 怎么使用， 儿子
完成作业后玩多长时间， 我们家长一
般在什么时间用手机， 如何保管手机
等等。 为此， 我们还专门买了个好玩
的保险箱， 增加了锁手机的乐趣， 与
手机保持合理的距离。 开始实行制度
的时候 ， 大家都挺自觉 ， 相互监督 ，
后来慢慢就成习惯了， 彼此的沟通的
时间也多了。 在现在的社会中， 完全
不用手机不现实， 只要不依赖就好。

讲述人简介：
石女士 某公司设计师 儿子14岁 与与孩孩子子协协商商共共管管，，和和手手机机保保持持安安全全距距离离

正确、 合理使用手机， 是信息化
时代个人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最近教
育部出台 《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
理工作的通知》， 为学校科学有效加强
学生手机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与指导。

学生手机使用管理要因人而异 、
因时而异、 因地制宜， 其中蕴含了很
大的教育价值，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 培养自制力和自我管理能
力。 我们希望学生能学会控制和调节
自己的情绪和举止 ， 针对手机使用 ，
要在不该用的时候管住自己， 该用的
时候正确使用。 同时， 让学生树立长

时间看电子屏幕会危害健康， 尤其是
影响视力的意识， 做到非必须不使用。

其二， 培养规则意识。 学生使用
手机 ， 学校和家庭要制定管理规则 ，
不能放任自流。 规则不能由大人说了
算 ， 要全班师生或全家人一起讨论 ，
并形成公约， 制定规则的本身也是一
个教育过程。 学生在家使用手机的要
求跟在校尽量保持一致， 规则一经制
定， 就要严格遵守执行。 良好习惯要
从小做起， 在发现学生有手机成瘾的
苗头时， 学校和家长要及时矫正。

其三， 提升信息素养。 作为数字

化时代的未来公民， 学生如果不会正
确使用手机， 将来可能会面临更多问
题。 家长在指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时，
要教育引导学生提高对网络虚假信息、
网络欺诈的辨别能力， 提高在网络虚
拟环境下交友的警惕性， 分清网络世
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别， 对网上各种言
论要有正确认识的能力。

其四， 掌握网络礼仪。 大人要教
会学生如何文明地使用手机， 做有礼
貌、 有修养的人； 如何使用规范的语
言和标点符号， 如何用表情传递情绪、
体现语气。 只有每个人都尊重基本的

网络礼仪， 才能让网络空间变得清朗。
当然， 未成年人难以杜绝发生一

些违反手机使用管理规则的行为， 大
人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和包容度， 讲
究批评教育艺术， 不能简单地制订和
选择惩罚措施。 可以采取比较柔和的
措施， 比如积分制， 即积够一定的正
向分数就可以获得奖励， 或者积够一
定的反向分数要接受相应处罚， 但相
关处罚不能伤害孩子的身体和自尊。

学会正确使用手机是一门必修课，
也是当下教育的一部分 。 必须坚持
“管” 与 “教” 结合， 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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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拿手机父慈子孝，一拿手机就开始‘六亲不认’。 ”一位沉迷手机孩子
家长的自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很多家长都纷纷跟帖表示家中有“同款”的孩
子。 信息化的时代，手机成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手机能够帮助孩子学习成
长，另一方面，手机里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掌控不好的话反而影响孩子
们的身心健康。 那么家长到底该如何引导孩子管理好手机呢？ 下面就让我们
听听家长和专家怎么说。

如何引导孩子管理手机?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现在很多学
校作业都需要通过手机完成，孩子接触
手机的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多，这到底是
好事还是坏事呢？ 一方面，通过手机的
各类搜索， 孩子能获得很多新鲜的知
识，开阔视野，另一方面，良莠不齐的信
息内容，势必对孩子会产生各类影响。

女儿现在上初中，学业压力越来越
大，因为只有一个女儿，所以我和孩子

的爸爸对孩子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希望
她能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好。 但是上学
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我发现孩
子的成绩也就只能维持中等水平，孩子
的老师也经常会布置很多作业，都需要
通过手机拍照、提交。 孩子也会趁我不
注意的时候看会儿手机，也会用手机玩
一些小游戏或者刷抖音，我曾经在发现
孩子沉迷手机后，也曾大怒过，也训过

孩子。 但是结果呢，孩子用手机看电视
剧或玩游戏会越来越隐蔽，有时候上面
放着书本打掩护，偷偷在底下玩手机。

我也曾经反思过，可能是因为我们
父母每天大部分休闲时间都拿着手机
看，所以孩子也有样学样，加上相比学
习，手机里面丰富的内容确实要更有吸
引力一些。我和孩子的爸爸也一致认为
“身教重于言传”， 所以下班回家后，我

们相约把手机放下，然后一家人聚在一
起看看书、逛逛公园、打打球，也尽可能
丰富孩子的业余生活。 慢慢的，孩子的
爱好越来越多， 就没那么爱玩手机了。
对于玩手机， 我也是引导为主的态度，
让孩子自己养成有节制的生活态度，就
是每天完成作业，可以玩一会儿，但是
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后， 就要放下手
机，做一些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讲述人简介：
刘女士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女儿15岁 全家每天留出“不玩手机”时间

现在是电子信息时代， 手机等电
子产品已经融入生活学习中。 让孩子
要学会控制， 并不是不用， 而是有效
的引导。 首先， 家长要以身作则， 要
用实际行动让孩子知道， 你在干工作
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 一定不能玩手
机， 玩手机也是偶尔放松或者和亲朋
们有事联系。 比如说， 在陪伴女儿写
作业时或者陪她玩耍时， 我们作为家
长也是认真地陪伴， 如果没事索性就
不拿了， 也就是说尽量不让手机暴露

在孩子眼前， 保证陪伴是一心一意的。
这样既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对她的关心，
也给孩子培养一种责任心， 让她学会
做事情要专注。

当然， 学会控制用手机， 还要让
孩子们知道其中的利弊， 需要家长循
序渐进地教导。 比如， 我经常告诉女
儿不能在走路、 吃饭、 卧床时使用手
机， 以及在晃动的车厢内、 光线暗弱
或阳光直射等情况下使用电子产品 ，
以保护视力、 颈椎等， 还能保证安全。

女儿一直想长大后去当兵， 我就和她
讲， 如果现在不学会注意， 身体条件
不过关， 当兵就没有机会了。 有朋友
说， 我的教育方法给孩子压力了， 我
倒觉得， 小孩子早点懂得生活、 学习
生活对她自身是有好处的。

此外， 为了防止孩子贪心偷玩游
戏， 我们在女儿的手机和电脑里都没
有安装游戏软件。 在规定时间里她需
要玩的时候， 都是使用我们家长的手
机。 我觉得， 这样既可以帮孩子去除

“手机瘾”， 养成健康的作息时间， 也
可以增加和孩子的沟通， 比如， 她有
时候想换个游戏， 也会讲明理由， 我
们来帮助取舍 ，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
程。

所以， 我觉得最好的做法， 就是
父母在孩子面前， 多做和多引导做一
些有利身心的事情。 比如， 多看纸质
书籍， 多去户外做运动等等， 或者适
当做做家务， 都可以减少孩子玩手机
的时间。

讲述人简介：
张女士 出版社编辑 女儿8岁 父母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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