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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把手机还给小孩？

　　未来社会AI应用能力将成为数字社会原住民的必备素
养，这种能力需要从小培养。

里。结果有孩子就把模型机交上

来，然后偷偷在课堂上玩手机。

有一次，一个孩子在课堂上玩游

戏太过入迷，被老师当场抓了个

正着。老师没收手机后，孩子的

父母却以孩子情绪低落为由，甚

至以死威胁老师归还手机。”

朱平感慨，现在老师管手机

比管学习还累。收了怕出事，不

收又影响课堂纪律……作为教育

工作者，他当然知道完全禁止手

机不现实，但对于学校而言，没

收手机仿佛成为守护孩子安心学

业的无奈之举。

孙蕾说，在信息时代，手机

早已不是单纯的娱乐工具，更是

重要的学习资源。孩子可以通过

手机查阅资料、观看优质网课，

拓宽知识视野。她有时候也会布

置一些线上任务，让学生通过手

机查阅资料、完成小组讨论；课

后鼓励学生利用教育类 App 巩

固知识、拓展兴趣。

此外，对于住校生来说，手

机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方便孩子

与家长、同学保持联系，保障出

行安全。当孩子放学途中遇到突

发情况，能第一时间联系家长。

归还手机，某种程度上是对孩子

的信任，有助于培养其自我管理

能力。但如何让孩子学会“健康

使用”，对家长、对老师、对学

校都是巨大的挑战。

如何合理使用？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协会科普工

委主任王元卓，长期致力于青少

年人工智能素养提升的教育推广

工作。他在接受《新民周刊》采

访时认为，单纯禁止学生使用手

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堵

不如疏。如今是人工智能时代，

手机作为连接互联网和 AI 的重

要工具，对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有着积极的作用。如果因为担心

孩子沉迷手机就将其隔绝在数字

世界之外，是不现实的，也不利

于孩子未来的发展。

“作为 AI 科研人员，我认

为不应该对青少年使用人工智能

工具采取一刀切的禁止的方式，

关键是要实现有序引导。”他表

示，未来社会 AI 应用能力将成

为数字社会原住民的必备素养，

这种能力需要从小培养，“被过

度限制使用 AI 应用和电子产品

的孩子，在解决问题能力上会与

同龄人产生明显差距。家里禁止

小孩用手机用电脑，你严格管了

他两年，而有的孩子玩了两年，

再放到同样台面上，他们解决问

题的能力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工智能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新生

事物，孩子们也是在不断地使用

中找到更合适的使用方法。”

以家长担心孩子用 AI 写作

文为例，王元卓认为，关键是让

孩子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过程中，

培养鉴赏好作文和锻炼自己写出

好作文的能力，自己的能力提升

是核心，而 AI 永远只是工具。

“我鼓励孩子使用AI辅助写作，

但会要求孩子首先要有广泛的阅

读，了解优秀作文是什么样的，

建立自己的行文框架和逻辑主

线。AI 的作用是帮助搜集案例

数据或参考资料——这和我们用

搜索引擎的本质相同。”

他强调，人工智能应被定位

为效率工具而非能力替代者：“它

能提升学习效率，同时培养孩子

的 AI 应用意识。就像我的两个

女儿会自主对比不同 AI 工具的

优劣，这种判断力正是在使用中

自然形成的，这就是 AI 素养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会在家里制

定手机、电脑的使用规则，让她

们合理使用电子产品。你对她们

信任，她们也会越来越有自控力。

我的大女儿就会在做作业的时候

把手机放在客厅，避免干扰自己

学习，然后趁休息的时候出来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