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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明 保 护 力 成 长 更 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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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消息，换换脑子。学生沉迷手

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正确

的引导和自我管理能力。培养她

们对自己负责任的能力很重要。”

王元卓说，在青少年中推广

人工智能工具真正的重点在于

“如何用”，这需要教育工作者

进行系统性研究。“当前比讨论‘该

不该用’更迫切的，是建立科学

的使用规范和教学方法，让技术

真正服务于教育目标的实现。” 

王元卓指出，学校和家长应

该共同努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手机使用观念，培养他们的自

我管理能力。比如，学校可以开

设相关课程，教导学生如何合理

使用手机，如何辨别网络信息的

真伪和优劣；家长可以和孩子一

起制定手机使用规则，明确使用

时间和使用场景，并且以身作则，

减少自己在孩子面前使用手机的

频率。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不少教育

工作者的认同，他们认为通过技

术手段重构手机的功能边界，让

手机从“玩具”变为“工具”，

是解决学生手机使用问题的一种

可行途径。

但也有教育工作者对此持谨

慎态度。他们认为，目前技术手

段还不够完善，要实现完全屏蔽

干扰信息还存在一定难度。而且，

即使有了“干净”的手机，如何

引导学生正确使用，避免他们利

用手机的学习功能走捷径，如直

接抄袭答案等，也是需要进一步

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是否应该把手机还给孩

子”没有绝对的答案。无论是家

长还是老师，都需要在保护孩子

健康成长与培养其适应数字时代

能力之间寻找平衡。专家指出，

优化手机使用、管理每天使用手

机的时间和方式来替代戒断手

机，问题就不再复杂。

一个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

是，放下手机，从家长自己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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