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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者说为

引导孩子使用手机可以这样做

别让手机成为亲子之间的“一道墙”
开学后这样合理引导孩子使用手机

转眼又是新学期，假期把手机当做“哄娃神器”

的家长，是否正在苦恼如何将手机“收回”？既然无

法杜绝手机的影响，那么孩子为什么会对手机沉

迷？开学后如何引导孩子合理使用手机？家长有必

要知道。

“朱老师，小叶同学不
肯打扫卫生！”“朱老师，小
叶同学哭了！”一向调皮捣
蛋，“没心没肺”的小叶竟然
会哭？我有点不太相信。我
走出教室，发现小叶同学正
趴着走廊的窗台上，眼睛红
红地看着窗外。

“小叶同学，你为什么
哭？有什么伤心的事？”我
问道。他没有作声。“你是
不想值日吗？不对呀？平时
你不是也很勤快的吗？”我
又问。他仍然没有作声，眼
睛却一直盯着窗外校门口
的方向。“谁欺负你啦？你
告诉我，我会帮你做主的。”
我又问道。“我忘了告诉外
婆，我今天要值日……”哦，
原来他是怕外婆在校门口
等着急了。我顿时惊讶极
了，原来看起来“没心没肺”
的小叶情感也如此细腻。

“你先回家吧，下次值日多

帮其他组员做一点。”听到
这话，他停止哭声，向校门
口奔去。我望着他远去的身
影，心中暗暗感叹，这孩子
虽然调皮却很纯真，他拥有
着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那
就是善良和孝心。

渐渐地，我发现小叶还
有许多优点：他的记忆力特
别好，从来不记回家作业要
求，却从来不会少写漏写；
他有一个聪明的脑瓜，数学
计算总能又快有准，作业完
成很快，正确率也很高；他
读书很多，语感很好，写起
作文来总可以文思泉涌、笔
走如飞。于是，我决定“投其
所好”，让他“有事可做”，努
力把他的小聪明引向“正
道”！

我主动优化自己的课
堂，尽量把一些有一定挑战
性的问题留给小叶同学。果
然，小叶对这些问题很感兴

趣，上课还频频举手要求发
言。我的课堂也似乎有序了
许多。我暗暗告诉自己，不
仅课堂上要收住他的心，还
要不断改掉他的各种坏习
惯。对了，他最喜欢看书，于
是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
主动跟小叶和解，并与其约
定只要其完成课堂作业就
可以找我借课外书看。他果
然买账，读书的时候非常投
入。突然间，我觉得教室里
也安静了不少。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叶
有了进步。瞧，又开始了：

“下一个词语‘金蝉脱壳’。”
“偷跑、偷跑……”一个细
碎的声音从第一排传了出
来！我循声望去，小叶右手
在默写词语，嘴里还不停
得发出“偷跑、偷跑”的声
音。“不错，金蝉脱壳的比喻
义就是用计逃脱而不被人
发现，用最口语化、最直白、

最没有文采的表达方式就
是———偷跑。”我故意把“最
没有文采”五个字说得特别
响亮。听了我的话，小叶瞬
间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显
然，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我
补充强调，有时候“三缄其
口”比“脱口而出”更显得
有涵养……

而今的小叶虽然偶尔
还会耍些小聪明，但已不再
我行我素。我也不再要求他
能够“循规蹈矩”，因为我深
刻领会了龚自珍 《病梅馆
记》的含义，我们不应该扼
杀孩子的天性，把他们培养
成“木头人”。每个孩子都有
自己的个性，小叶就好比那
梅花，他独一无二、无可替
代。作为园丁，适时地浇水
施肥，让花儿开出自然的
美，我又何乐而不为?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

实验小学 朱露露）

（视觉中国 /图）

如何办好融合教育
两岸专家共商讨

近日，台湾东华大学组成的
锡台融合教育合作项目组专家
团队参访无锡市洛社中心幼儿
园。现场专家就幼儿园融合教
育的推进情况以及困惑等进行
了交流。近年来，惠山区大力推
进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建设，围
绕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坚
持政府主导、特教特办、完善各
种相关制度，不断提高融合教
育质量水平。下阶段全区各校
将细化项目合作方案，创设融
合环境，学习融合教育的先进
理念与优秀经验，提高融合教
育实施水平，开创无锡融合教
育的新局面。

（顾晓寅）

“没心没肺”的他哭了以后

1、在家里设置“手机

专区”

很多父母自己也是手机
重度使用者。如果自己频繁用
手机，再去教育孩子不玩手机
就难有效了。父母可以跟孩子
商量，互相监督使用手机情
况。孩子放学或者父母下班
后，统一把手机放在一个地
方。真的必须要使用手机的
话，需要向对方提出申请。

2、家长少在孩子面前玩

手机

对于成人来说，手机已经
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和生活联
系工具。但是还是建议父母少
在孩子面前使用手机。比如可
以趁孩子睡觉或者写作业时，
发完所有该发的短信和邮件。
在陪孩子出去玩或者家庭晚
饭时间，最好把手机收起来，
没有一个孩子喜欢父母在陪
自己的时候经常被手机打扰。

3、不要把手机作为奖赏

孩子的工具

手机被一些家长喻为“哄
娃神器”，手机里一部动画片
就可以让孩子安静很久。世界
卫生组织建议，一岁以下的孩
子不应该有任何屏幕时间，包
括电视、影片，以及玩电脑游
戏；而两至四岁的孩子每天最
多一小时，愈少愈好。

4、帮孩子提前筛选接触

的内容

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
对于没有辨别能力的孩子们
来说，家长更应该扮演好“把
关人”的角色。

以动画片为例，其实真不
是什么动画片，都适合孩子看
的，比如有些视频只看封面
图，以为是童话故事，其实点
进去，都是血腥暴力的场面。
所以，家长需要对孩子接受的
信息做一些筛选。

5、多陪孩子参加户外

活动

父母只要有时间，就要多
带孩子出去玩，一定要走出家

门参加户外活动。逛公园、跑
步、跳绳、打篮球……让孩子
有更多的时间去呼吸新鲜空
气的同时，也是让他的精力得
到充分释放。

孩子的天性就是爱玩，只
是智能屏幕制约了孩子本有
的活泼和玩耍。电子产品给孩
子带来的快乐是暂时而非持
久的，更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
快乐。当孩子在真实世界里得
到了快乐，哪有心思会沉迷电
子产品呢？

6、睡前1小时不接触电

子设备

每天晚上睡前使用手机
会干扰睡眠质量。睡前使用手
机会抑制人体褪黑激素的分
泌，从而减少深层睡眠的时
间。事实上，深层睡眠对人体
具有修复性，有助于“清洁大
脑空间”，巩固学习成果。睡前
1 小时不再碰手机，看看书有
助于更快入睡。

(人民教育、连云港教育)

手机依赖背后是深层次的心理需求

关于手机上瘾，有很
多的研究显示，来自家庭、
朋友社会支持较少的人成
瘾行为明显。当个人无法
在生活中得到足够的人际
支持与安慰，就可能借助
手机扩大自己的社会支持
来源。在手机依赖的背后，
可能隐含深层次的心理需
求。抱怨孩子沉迷手机的
家长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自己也整日关注着手机的
屏幕，孩子可能是在模仿
父母的行为，也可能是在
手机当中寻找现实中得不
到的快乐与关注。

手机的存在是有利有
弊的，能在孩子面前做到不
玩手机的家长是极少数，更
多的是希望家长可以在孩
子向你发出“我想你陪我
玩”“我在跟你说话”的信号
时，果断放下手中的手机，
认真投入地陪伴孩子，认
真倾听他们说的话。有时，
孩子并不是真的沉迷于电
子产品，而是除了屏幕之

外“无事可做”。
孩子依赖手机的原因

也不尽相同：
1、社交型依赖

表现为手机通讯录里
有许多好友，微信朋友圈
里有许多好友，QQ 各种群
里面还有无数好友，这么
强大的人脉关系让孩子难
以割舍。

2、游戏型依赖

表现为手机里面的网
络游戏特别多，在长期的
战斗中积累下来的功勋和
经 验 使 得 孩 子 成 就 感 爆
棚，倍感满足。

3、娱乐型依赖

表现为手机里面好友
不多，游戏不多，全部都是
电影、音乐、照片，弄得孩
子心猿意马，不想写作业
总想摸手机。

如果孩子特别依赖手
机，作为家长，最好先分析
一下自己孩子到底是属于
哪一类的，然后再对症下
药，找到应对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