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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手机，放学时交回，是合适

的。”有校长如此向记者解释。

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

科学学院教授崔丽娟看来，当代

社会，让孩子远离手机是不现实

的。通过家长与孩子的良性互动，

大人和孩子都要学会如何身心健

康地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实现

更美好的生活与学习。

家长喂给孩子

第一口“电子榨菜”

崔丽娟向记者分析，“拒绝

手机的诱惑，确实不易，连心智

健全的家长都很难做到。想想我

们家长自己，是不是成天抱着手

机不放？睡觉前眼皮都快睁不开

了，手机还舍不得放下，导致睡

觉时间也不断后延。成年人面对

手机都难以自拔，更何况心智还

不够健全的青少年，一旦任其自

由使用，家长如果不干涉、不介

入，更容易沉迷其中”。

崔丽娟介绍，韩国曾经出台

过一个限制未成年人上网时间的

法律法规，规定对未满 16 岁的

青少年，在凌晨 12 点至早上 6

点之间网游强制断网。后续调查

发现，该政策收效甚微——很多

青少年仍会选择使用他人身份信

息继续打游戏。

记者回溯相关报道发现，

关于青少年网络使用的争议与挑

战，在德国同样存在。德国有机

构在较长一段时期将上网时间较

长的青少年称为“网瘾依赖者”，

早在 2003 年就成立了网瘾治疗

诊 所。2017 年 5 月， 德 国 卫 生

部药物事务专员马莱娜·莫特勒

曾公布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德国

当时共有60万青少年患有网瘾，

250 万青少年过度依赖网络。

但同在德国，却又有人认

为，“网瘾”根本不是病！“明

镜在线”专栏作家克里斯蒂安·施

多克认为，所谓“网瘾”，其实

是数字化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流

方式后，一些原本可能出现的问

题也在线化了。“我们上学的时

候没少背着老师传小纸条，只不

过今天的孩子们将纸条变成了网

络留言。”施多克分析道，“从

医学角度看，网瘾从来都不是一

种诊断类别，社交网络成瘾也不

是公认的临床类别。即便是世界

卫生组织，近期也只是希望在疾

病目录中列入‘游戏失调征’，

以定义电子游戏对人健康状态的

‘干扰’，而不是一并归类为成

瘾。”

 “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

候，人们在聊天室对话，或者通

过聊天软件一对一对话，但网络

的另一端，还是现实世界中真实

的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网

络的另一头可能不再是一个真实

的人，而是一个虚拟的人或者社

区。如今还有短视频、短剧等丰

富的线上内容，让人更加容易沉

迷。” 崔丽娟说。

当孩子们过度沉溺于手机社

交、追剧和游戏，易致其疏离现

实人际交往。

崔丽娟曾在公园散步时目

睹：一名五六岁的儿童佩戴智能

手表，见前方七八岁儿童拿着手

机，便上前提议“加个微信”。

这一场景一方面证明当下手机或

者移动通信终端在孩子们中的普

及程度；另一方面也证明如果是

在线下交流，哪怕孩子与孩子之

间也未必那么容易连线。可目前

这种由线下认识继而在线上联系

的方式在孩子中间未必是主流。

更常见的是，一场网络游戏互动，

或社交平台上的短暂交流，便能

促成线上相识。随后，双方通过

特定事物（如共玩游戏、收藏同

款玩偶）建立连接，通过连线进

行持续性交流，甚至根本没有线

下见面的需求。

“节假日的亲子酒店用早

餐的时候，常常见到这样的情

况——年轻父母把三四岁的小朋

友抱进宝宝椅安顿好，在孩子面

前架起手机，给小朋友打开视频，

自己就拿着盘子取餐、吃饭，整

个早餐中，小朋友都是乖乖地看

着手机视频吃着饭、陪着父母的。

手机，早就进入现在小朋友的生

活了。”从小浸润在手机里，没

有手机这一“电子榨菜”，孩子

们似乎会茶饭不思，也根本不懂

光 明 保 护 力 成 长 更 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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