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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派：
想当年自己也偷偷玩耍

【声音】家长与孩子之间要有效沟通

【思考】正确面对网络是个长远课题

孩子上网课偷玩游戏孩子上网课偷玩游戏
你会上演斗智大战吗你会上演斗智大战吗？？

受到疫情影响，孩子们遇上了一个超
长居家式假期，而“网课模式”让孩子有了
名正言顺与网络长时间接触的机会。一些
家长发现，孩子会在上网课期间偷偷玩游
戏，面对这一情况，是该积极干预，还是一
笑而过？家长对此看法各异，也想了不同
的招儿。

刘女士和丈夫早就复工了，作为双职
工家庭，15岁的儿子在家学习只能靠自
觉。从上月至今她都很不淡定：“男孩子肯
定迷恋游戏多一点，还喜欢刷抖音”。刘女
士表示，孩子基本手机不离手，几门主课老
师布置作业的时间不定，班级群里会有各
种消息，这给了孩子更多手机必须在线的
理由。平时孩子会以上课为理由，把自己
关在书房里。为了监督孩子，爷爷奶奶经
常会凑到书房玻璃窗上，看看孩子到底在
做啥。可是手机屏幕太小，有时也看不清
他在做什么。老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去敲
门提醒一下。一天几次下来，孩子常会闹
情绪，“你们怎么又来了”“烦死了，我知道
了”，搞得祖孙关系有点小紧张。“孩子自制
能力有限”，刘女士表示如果条件具备了，
非常期待孩子早点回归学校课堂上课。

俞女士最近每天烦恼于和孩子的斗智
大战。12岁的孩子是个超级游戏迷，解除
密码的手段也有一手。为防止孩子过度使
用手机，她特意搬出了家中一台内存较小
的电脑供孩子上网课，杜绝他玩游戏的念
想，下午到了老师答疑时间才让孩子用手
机。俞女士会隔夜想好放手机的地方，到
时间了发消息给孩子去取。不过她说最近
家中能藏东西的地方都藏遍了，下一步想
着要寄存到小区快递柜里去。

担忧派：
谁来监督孩子的网上时间

萧女士的儿子今年11岁，她和丈夫都
上班后，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尽管自
己父母住得很近，但萧女士没有把儿子交
给父母监督照看，一来是不想给老人添麻
烦，二来是表示出对儿子的信任。萧女士
说，母亲中午会给孩子送餐，其余时间他都
自己掌握。“我装了一个监控，偶尔看看，发
现孩子比较自觉”。当然有时会发现孩子
开小差，偷偷看 ipad，“就当他自我调节
了”。萧女士表示很理解，说自己上学时也
会背着家长玩，只要孩子不过分贪玩，能把
主要精力用在学业上就行。

张先生说女儿白天在外婆家上网课，
不用人陪。女儿平时作业做得快，学习也
比较认真，这次张先生给孩子看了几段山
区孩子艰苦上网课的视频鼓鼓劲，然后就
让孩子自己学习。张先生说，想当年他上
中学时班里成绩好的同学很多，大家也不
是一味读书，照样会偷偷打游戏、看漫画、
看电视剧，他也曾打着学英语的名义听流
行歌曲CD。“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要理解
孩子，给孩子适当的自由。”

“小孩在家玩玩游戏未必不好”，市民
过女士觉得这是一种解压方式。她说如果
大人闷在家里这么久也会憋不住，何况孩
子每天还要面对一堆作业。

锡城一网站的调查显示，约有
三成家长认为小孩自制力有限，上
网课需要大人帮助；约有六成家长
认为不需要提供帮助，应该培养孩
子自主学习能力；剩下家长对此不
确定。

在心理咨询师张红看来，特殊
时期网课能保证学习不中断。不
过网课对学生的专注力要求比较
高，有些孩子会觉得听不下去，也
有人会喜欢这种模式，觉得比较便
利。网课对老师课程的设计能力
要求也比较高，要能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对家长而言需要培养孩子
对学习的兴趣，让孩子从中体会到
乐趣和成就感，加强学习的自主
性，并要学着和孩子探讨课程的内

容，引导他们认真听课。
江南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副教

授王金元表示，网课的学习效率因
人而异，未成年人自我管控力较
弱，需要外界更多的帮助。相较于
传统的面授模式，网课很少能顾及
学生的姿态、神态，整体的互动较
低。在传统学校模式中，学生不仅
学习知识，还会学习道德伦理，和
人相处的规则。网课老师收到的
反馈仅仅是知识的掌握程度。未
成年人在家上网课要发挥家庭功
能，家长还要扮演一部分老师的角
色，帮助孩子批改、上传作业。网
课需要家长的参与，只是形式和度
的掌握会因人而异。有的孩子不
够自觉，要适时提醒认真听讲，有

的孩子太认真，则要提醒适度的休
息。

“目前线上授课已成为学校
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学生利用
听课期间玩游戏的现象也时有发
生。”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天奇认为，针对这一情况，需要家
长和孩子之间建立有效的互动关
系，例如学生在上课时可由家长
或其他家属陪同进行，或者在课
程结束后及时关闭网络设备，切
断网络连接。如果觉得孩子自制
力比较差，尽量避免单独封闭在
房间操作电脑。家长也应当不定
时地检查孩子的听课状况，掌握
孩子动向，不要长时间对孩子置
之不理。

对有些孩子来说，玩游戏或许
就不是上课开小差那么简单。近
来省内发生了多起孩子趁着上网
课的机会“切换”到游戏界面，并且
大肆进行充值的事情。“熊孩子”少
则玩掉家长几个月的工资，多则玩
掉了一辆车，比如宿迁一个11岁
的孩子瞒着家人，将家里卖房所得
的40万元全部用于打赏主播和玩
游戏。此类父母“钱袋子”失守事
件，让不少人意识到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游戏的必要性。

当然，解决“熊孩子”玩游戏乱
充值问题，不只需要培养孩子正确
的金钱观，家长也需要做好必要的
预防措施。李天奇律师建议家长
在将手机交付给子女使用时，要注
意手机支付方式密码的保存，关闭
免密支付功能。毕竟现在孩子生

活在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对电子
产品和相关软件操作相当熟练，对
电子支付也不陌生，家长应该对此
有所预见。

新吴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
任师夏多年从事未检工作，她认为
家长还要注意教育孩子学会抵制
网络世界里的一些不良诱惑。涉
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有孩子购买
游戏装备账号时遇到骗子，也有玩
游戏或者网络聊天结交网友遭到
诱骗侵害的。要在日常生活中对
未成年人加强法治教育，增强他们
的自我保护意识。

江南大学退休学者李弘毅介
绍，他前段时间出国看女儿，发现
有些人家中连电视机都没有，更不
要说其他电子产品。女儿告诉他，
国外不少家庭不太愿意孩子多使

用手机等电子产品，他们更乐于
带孩子听音乐会、逛博物馆，参加
各种兴趣班。许多家庭为了孩子
的学习同样很舍得投入，花费大
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不过他
认为，网络也并非洪水猛兽，他见
过国内一些孩子编程编得很溜，
发展出了一技之长。采访中一些
学者指出，这段居家上网课的时
光，让孩子上网产生的各种问题
显得较为集中和突出。但即便疫
情过去，很多家庭中同样会出现
关于玩手机、打游戏的“猫叔大
战”“攻防大片”。如何正确面对
和使用网络是伴随孩子成长的一
个长远课题，应该引导和培养孩
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既懂
得劳逸结合又识得主次轻重，而
且家长更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

【网友留言】

@nagada：看了下我家小孩
的班级QQ聊天记录，基本上大多
数小孩都是借着网课玩手机、平
板，一群人都在玩游戏。

@vilyb：看多了电子产品，等
正式开学，小眼镜更多了。

@星光429：没有面对面的反

馈，名师也白搭。
@苏婿常娟无锡人：自觉的还

好，偷玩的就是三峡行舟。
@112492970：其实，个人感

觉，初三和高三，网课的形式更
好。

@影子骑士：有必要见缝插针

么，规定好玩的时间就行了，劳逸
结合，一味学习谁都不行。

@wutii：网课时间短，上完课，
做好作业，孩子们可以多体育运
动，来回上下课时间还节省。多好
的主意啊！

（晚报记者 任蓉蓉、黄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