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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中
让孩子安全上网

□ 莲都 吕云兰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尤其是 “带着鼠标出生”“伴着手机生
长”的青少年，在假期中更容易沉溺于网络不
可自拔。

中小学校禁止学生把手机带入校园 ，但
假期里孩子放松玩手机、打游戏就很普遍了。
孩子沉迷于网络，一方面引发家长的指责，一
方面又难抵游戏的诱惑， 往往导致亲子关系
的损害。 比方说，我明明看到孙女玩手机，也
只能点到为止，隔代之间关系微妙，隔代教育
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 该怎样引导孩子在假期中健康上
网、安全用网呢？

首先， 家长和孩子可以讨论制定双方都
能接受的上网时间，不影响生活作息。 家长尽
可能多关心孩子的上网过程， 多倾听、 少训
诫，培养孩子对真实世界的兴趣，不要将精力
全放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

第二，一般不要让孩子进行网络交友。 家
长要引导孩子树立网络交际的底线和原则 ，
切不可轻易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告诉他人 ，更
不该向对方发送涉及隐私的图片、视频等。

第三， 教导孩子不随意点击上网过程中
出现的弹窗和不明链接。 如果遭遇网络欺凌，
一定要及时与家长沟通。

网络时代， 孩子安全用网的问题会越来
越突出，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破解。

陪伴父母，从一起吃饭开始

□ 遂昌 唐诗奕

高考结束的这个暑假， 你选择
干些什么？ 有人说，可以约上小伙伴
一起去旅行，感受诗和远方；也有人
说， 这段时间学开车最好； 还有人
说，可以找一份暑期工，两个月的时
间可以存下一笔零用钱……确实 ，
对于很多人来说， 高考结束的这个
假期， 由于没有升学与就业的直接
压力，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而
在江苏淮安，一个名叫孙泽宇的 19
岁男生， 选择高考结束后在家洗衣
做饭。

孙泽宇说， 之所以将假期时间
用在做家务上， 主要是考虑到以后
陪伴父母的时间和一起吃饭的机会
都会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趁现在有
时间就多陪陪他们。

我们总觉得“陪伴父母 ”只是一
件很简单的事， 总想着等以后赚钱
了、有出息了就可以好好孝顺父母，
于是陪伴父母逐渐变成了一件 “以
后再做”的事情。 读大学后，为了修
学分、拿奖学金，我们会把大量时间
花在学习及参加活动上， 常常连续
几个星期都没有与父母通电话 ，即
使接到他们的来电， 也往往说不上
几句话就匆匆挂断。 大学毕业找到
工作后，为了能早日融入新集体，即
使是在同一个城市， 我们也可能做
不到“常回家看看”。 再到组建了家
庭，陪伴父母的时间就变得更少了，
从没想过， 曾经以为很简单平常的
事， 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如此困
难。

我们总以为赚很多钱、升很高的
职位才是对父母的回报，但其实，父
母最希望的还是我们可以多和他们
在一起。 一次日常下厨、一顿简单饭
菜，看似最普通的生活，其实就是最
温暖的陪伴。

阻止孩子沉迷于手机需堵疏结合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暑期 ，是许多孩子的 “手机解禁时节 ”。
于是 ， 孩子沉迷于手机就成了家长头疼的
事，由此引发的“手机战争”此起彼伏。 本报
报道，近日，有 APP 发起“今年暑假，你遭遇
过这样的手机战争吗”调查，5000 多位家长
参与投票，结果显示，这个问题困扰了 85%
的家长。

手机是把双刃剑 ，如果使用得当 ，会利
大于弊；如果使用不当，就可能像鸦片一样，
让人在飘飘欲仙的时候不期然挨上一刀。孩
子沉迷于手机 ， 显然是使用不当的一种体
现，得阻止。 如何阻止？ 需堵疏结合。

所谓堵，就是控制。 要制定合理的规矩，
辅之以严格的执行。 通过扎扎实实的管理，
有效制约孩子玩手机的欲望。 关于堵，我有
切身体会。儿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迷上手
机，一有空就捧着看 ，这样下去还能茁壮成
长？一着急，我就开始堵了：规定一天只能玩
半小时。结果呢？实行不到一天，儿子老毛病
又犯了。为什么？因为规矩定得太宽松，让他
天天有手机玩， 反而刺激了他玩的欲望，另
外，也没有人认真监督。后来，我把规矩改为
周末两天各玩半小时。结果儿子还是沉迷其
中，总是边做作业边偷玩手机 ，明明几个小

时能完成的作业，两天完成都勉强。 好不容
易熬了几天，把手机忘了，周末又玩，瘾更大
了 ，像几天没抽烟的老烟枪 ，一抽起来管不
住嘴。 再后来，改成学期中间不准玩手机，只
有暑假寒假才可以玩， 平时就把手机收了。
这一来，成效明显，儿子不怎么惦记手机了，
学习更加专注。 显然，后期的堵更扎实，收效
明显。

所谓疏，就是引导。 如何引导？ 要根据孩
子的兴趣爱好，引导孩子接触更多有趣的娱
乐运动项目，潜移默化降低孩子对手机的依
赖心理。 实际上，现在许多父母在“疏”的方
面做得不错，效果也挺好。 比如在暑期里，给
孩子安排参加各种兴趣班、夏令营。 在与外
界的接触中，孩子找到了快乐，排解了寂寞，
渐渐地， 孩子发现手机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对手机也就不再那么沉迷。 大禹治水的故事
可谓家喻户晓，孟子评价其是照水之本性治
水 ，不以邻为壑 ，而是以四海为水的最后归
宿，故而能成其功。 由此足见疏导对于治水
之重要 。 阻止孩子沉迷手机又何尝不是如
此？

当然 ，大禹治水 ，以疏为主 ，其最终成
事，也有堵的功劳。 同样，堵疏结合，相信会
有越来越多孩子从对手机的沉迷中摆脱出
来！

核心观点

阻止孩子沉迷手机，要制定合理的规矩，辅之以严格的
执行，并引导孩子接触更多有趣的娱乐运动项目，潜移默化
降低孩子对手机的依赖心理。

核心观点

青少年在假期中容易沉溺于网络，引
导孩子健康上网，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
同参与。

核心观点

一次日常下厨、一顿简单饭菜，看似最普通的生
活，其实是对父母最温暖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