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时间

国外家长
如何管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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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餐饮企业
给防疫一线人员送“热饭”

近日， 兰州市一家为疫情一线提
供餐食的定点企业将食品进行打包处
理。 据企业负责人赵长安介绍，他们为
了能让疫情一线的值守者吃上热乎的
饭菜，通过饭盒、保温膜、棉被、保温箱
等4道保温措施保证“饭热菜香”。

“万国建筑博物馆”
福州烟台山焕发新活力

近日， 改造焕新后的福州烟台山
商业漫步街区一期正式开街， 吸引了
许多市民前来逛街游玩。 烟台山素有
“万国建筑博物馆” 之称， 地处福州古
城传统中轴线的南端， 曾是福建对外
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汇聚了17
国领事馆 (办事处)、 33家洋行、 8座教
堂、 3家教会医院、 11所教会学校， 记
录了福州开埠后的时代风尚。

■看天下

大别山区安徽金寨
秋色惊艳 层林尽染

深秋时节，大别山区安徽省金寨县，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大别山横亘在中
原大地，雄峰险道巍峨耸立，山涧溪流
缠绵怡情，山花烂漫，秋色惊艳。 枫香、
黄栌、乌桕、水杉、银杏……争相变幻着
“姿色”， 呈现出一幅壮丽无比的画卷。
马鬃岭，坐落于大别山腹地，地处安徽
省六安市金寨县南部，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至今保留有七万亩原始森林独特风
貌。 图为层林尽染的马鬃岭。

“热冬果”戴上了口罩
寒风下那样温情

近日，有人给兰州市地标雕塑 “热
冬果”戴上了口罩，“老爷子站在街头卖
冬果梨”。一锅热腾腾的冬果梨、一个慈
祥老者、一个纯真的小男孩、一把铜铸
的“空凳”，将“老兰州”的故事诉说给南
来北往的人。疫情当下，以往繁华的十
字街头，有些空荡，有人开始怀念堵车
的日子……有人让这老幼戴上了口罩，
夜幕下，显得那样温情。

然而电子设备在现代社会是必需
品， 完全禁止孩子使用电子设备不现
实， 也不科学， 毕竟现在孩子们是通
过电脑、 手机等设备来学习、 生活和
社交的。 巴尔兹表示 ， 以欧洲为例 ，
在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 平板电脑是
人手一个的教学工具。 孩子们通过电
子设备 ， 学习语言做作业 、 进行社
交， 甚至学习编程 。 从某种意义上 ，
掌握了电子设备 ， 也是学到一种技
能。

在这种矛盾之下， 家长们又有什
么样的办法来平衡孩子合理使用电子
设备的时长呢？ 日本家长林先生从自
身经历出发， 介绍了教育孩子使用的
“自我代入法”。 “80后” 的林先生在
上学时， 正经历了千禧年的信息化革

命， 电脑、 手机逐渐走入各家各户 ，
一些稍微富裕的家庭里也开始出现电
子游戏机等设备。 “我也曾经沉迷电
脑， 所以我很能理解孩子现在的心情
和所处的环境， 甚至现在的诱惑比我
们那时候还要大。”

林先生表示， 首先要给孩子立好
规矩， 并不是完全禁止看动画片或者
玩电脑， 但要每天设定好娱乐时间 。
“有些家长会说 ， 做完作业可以看电
视， 这种模糊的表达方式， 就很容易
被 ‘钻空子’。” 以林先生家庭为例 ，
孩子一般参加完课外活动后 ， 5时左
右回家， 日本电视台的 “黄金档” 通
常从晚上6时开始 ， 他要求孩子这一
个小时内先做作业 ， 6时开始可以看
半个小时的电视， 这个期间父母一般

能有一个人到家 。 晚上8时开始 ， 孩
子还有半个小时可以选择看电视、 玩
游戏或者进行其他娱乐活动。 “把规
矩立下之后， 我和妻子也严格按时间
表遵守自己的娱乐时间限制。 久而久
之， 大家就习惯了这个时间表。”

和林先生相似， 姚女士对记者表
示 ， 她认为最重要的是家长以身作
则。 “如果家长天天吃饭的时候都只
知道刷手机不说话， 那给孩子必然带
来不好的影响。 ”除了家长因工作忙碌
外， 其实能陪伴孩子的时间并不少 。
“吃饭的时候多聊聊天，周末和假期一
起进行户外活动， 对孩子和对自己都
是一种缓解。 ”她表示，有些家长为了
自己方便， 把手机丢给孩子玩，“也是
不太负责的行为”。 摘自 《环球时报》

对于中国的手游限制政策， 欧洲
媒体一开始都有点惊讶。 德国电视一
台强调， 许多德国民众———包括众多
家长———对新规定表示理解。 德国电
视台还采访了一些德国家长， 他们普
遍认为， 虽然这一规定比较严厉。 但
是如果有可能， 他们也希望德国政府
有类似的规定。

在一家德国著名汽车公司担任设
计师的克里斯蒂娜是四个孩子的母
亲。 当她在新闻中看到这个消息时 ，
她的孩子们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网络
游戏。 她本来以为， 欧美媒体会把中
国的这一新政策政治化， 但是这次 ，

“也许许多 （德媒） 记者自己也是父
母吧， 都比较客观地报道了青少年玩
游戏的不乐观现状， 给予正面报道”。

克里斯蒂娜无奈地说 ， 作为家
长， 自己和先生在孩子玩游戏上， 无
法说服孩子们减少时间。 每次和他们
在小学和中学学习的孩子谈此事， 都
会起争执。 孩子们给出的理由是， 其
他孩子也是这么玩的。 克里斯蒂娜认
为， 如果德国政府也制定了类似中国
的政策， 孩子们就会把游戏关掉。

孩子类似的诉求并不在少数。 在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个国家的家长里 ，
基本所有人都表示， 孩子平时在学校

的社交群体里， 玩同样的手机游戏或
刷短视频是 “交朋友 ” 的一大推动
力。 在美国居住的华人姚女士对记者
说， 华人群体相对要更注重孩子的学
习 ， 家长会在电子娱乐方面管得更
多， 但即便如此， 她也明显感觉 现
在孩子们普遍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长
和前几年相比大大提高。 德国DAK医
疗保险公司去年公布的调查报告也显
示， 疫情期间， 在二分之一的受访
家庭中 ， 家长对孩子的网络使用没有
时间限制， 三分之一的受访家庭甚
至 完 全 不 关 心 孩 子 的 网 络 使 用 情
况。

“孩子沉迷电子设备是一个全球
性问题 。 疫情中 ， 这种问题更加严
峻。” 德国慕尼黑大学媒体研究学者、
两个孩子的父亲巴尔兹对记者表示 ，
中国为了解决未成年人网瘾问题颁布
新规， 从侧面也突显了疫情期间管理
孩子玩网游的挑战。 但他也提到， 虽
然中国的新规在世界各地引起共鸣 ，
却很难在欧美国家实施， 这些国家各
个党派之间的争议会导致此类规定难
以出台。

目前， 类似谷歌、 TikTok以及一
些视频网站的 “青少年模式” 在欧洲
较受肯定。 它是一种家庭互联模式 ，
家长账户可以关联孩子账户， 对孩子
的浏览内容进行合理监管。 家长同时
还可以限制孩子每天使用的时长， 限
制或禁用消息功能， 以及管理青少年
用户可以浏览内容的类型， 避免其接
触潜在的不恰当内容。 在 “信息流屏
幕时间管理 ” ， 家长还可以给孩子
“留言 ”， 提醒对方减少屏幕使用时

间。 “这是现阶段欧盟及成员国比较
可行的做法。”

一些专家还提出可以通过电子设
备改变 “家庭氛围”， 来保证孩子不
在睡前过度使用。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旗下的WFLA电视台引述临床心理学
家约翰·达菲的建议称， 可以将手机
排除在 “睡眠区域” 外， 或者在睡前
进行一段 “减速时间”， 渐渐关闭所
有的电子娱乐设备， 让家庭环境整个
进入休息的氛围。

孩子怕被孤立

“青少年模式”受肯定

“限制”与“替代”相结合

我国前段时间出台政
策， 限制青少年玩电子游戏
的时间， 很多国外媒体对此
表示赞同。 在国外， 国家层
面， 针对未成年使用电子设
备的相应法律并不多， 监督
孩子是否看太长时间电视或
玩太久手游的责任就落在老
师和家长身上。 国外的家长
如何监督孩子使用电子设
备？ 在电子设备越来越重要
的现代社会， 家长如何平衡
孩子的 “学习需要” 和 “过
度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