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市各中小学陆续放
假，中小学生基本已经进入放
假状态，不少孩子同时也进入
玩手机、玩游戏的状态。

“各位家长，大家都让孩
子每天玩多长时间手机？今天
孩子提意见说为什么同学们都
能玩儿，却不让他玩？”

“我家孩子有手机但不能
下载游戏，爱玩的游戏都在家
长手机上，每天玩15分钟。”

“我们白天上班，也无法
监督，昨天孩子爸爸把网线拔
了，手机收了，可是孩子说别

人都能玩儿，他也要求每天玩
半小时。”

从放假开始，市区一小学
六年级某班的家长微信群里关
于孩子玩手机的讨论就没有停
止过，家长们都在献计献策，看
如何能防止孩子玩手机。

家长刘先生表示，孩子们
自己建了一个QQ 群，放假后
孩子们在群里聊得很嗨，有点
控制不住，不少原本没有手机
的同学也开始向家长提要求买
手机、玩游戏。同学小李对记
者说，平时那么辛苦地学习、

写作业，放假了就应该好好玩
玩儿。为此，他还专门约了几
个好朋友，大家组队一起玩游
戏。

“能配个接打电话的手表
就不错了，买手机想都不要
想。”家长王女士表示，为了
防止孩子玩手机，她直接否定
了孩子要买手机的要求，并且
表示坚决不能让孩子拥有自己
的手机，不然家长就掌控不
住，而且告诉孩子除非考上大
学，否则不会买手机、配电
脑。

献计献策 控制孩子玩手机

最近，家住辽河路中段的
张女士因为孩子偷偷去上网的
事情几乎要崩溃。张女士的儿
子李星 （化名） 是市区一所中
学一年级的学生，这两年孩子
玩游戏越来越频繁，成绩下滑
不说，更是与张女士夫妇“斗
智斗勇”，想尽办法得到玩游
戏的机会。

为了不让李星打游戏，张
女士和爱人不停地修改电脑开
机密码，但没过多久就会被李
星想尽办法破解；后来，张女
士干脆把家里的网线停了，想
着终于能阻止孩子玩游戏。可
是，没想到从此让李星学会了

进网吧。
前段时间的一个周末，张

女士早上起床后照例去喊儿子
起床，可是打开房门，却发现
儿子没在，惊讶于儿子起床这
么早的同时，张女士找遍家
里，都没有看到儿子的身影。
这下，张女士慌了，晚上睡觉
时明明看着孩子上床的，怎么
一大早就不见人了呢？张女士
赶紧给老公打电话，夫妻二人
开始给亲戚朋友和儿子的同学
打电话，找了大半天都没找到
人。

“最后，终于在一家网吧
找到了儿子。”张女士和爱人

把儿了揪回家后狠狠揍了一
顿，儿子最终承认自己是半夜
趁大人熟睡后偷溜出家门去了
网吧。

“打也打了，骂也骂了，
孩子没改掉玩游戏的毛病，弄
得我自己反而快要崩溃了。”
张女士说，现在每天孩子除了
到辅导班上课，其余时间她
几乎都死死地看管着，晚上
还要起来看看孩子是否偷跑
出去。对此，张女士颇为无
奈，虽然明白这样严防死守不
是长久之计，但实在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防止孩子玩游
戏。

严防死守 防止孩子去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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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玩游戏上瘾怎么办
老师：宜疏不宜堵，家长也应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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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潘丽亚

据媒体报道，世
界卫生组织（WHO）今

年初决定将游戏成瘾列入
精神疾病，相关规定自6月
19日生效。一石激起千层浪，
如今又逢暑假，本就忧心孩子
沉迷网络的家长们不淡定
了，开始使出浑身解数，

防止孩子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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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长们的恐慌，市家

庭教育研究会秘书长王珂老师
表示，游戏不是洪水猛兽，只要
适当没坏处，家长也应该随着
孩子们一起成长，没有必要谈
网游色变。据王珂介绍，目前一
些游戏具有比赛性质，部分学
校甚至开展这样的比赛，孩子
们可以通过比赛锻炼团队意
识，所以家长要做的不是禁止
孩子玩游戏，而是正确引导。

当然，鉴于孩子们的自制
力比较差，一些大型网络游戏
确实不提倡孩子们玩，尤其是
低年级的小学生，家长可以有

意识地引导他们在有限的时间
内玩一些益智的小游戏。

王老师说，针对孩子们玩
网络游戏，家长要做的不是禁
止，因为完全禁止往往会适得
其反，最好是有意识地疏导，
毕竟堵不如疏。同时，家长要
注意培养孩子的自制能力。王
珂老师建议，家长可以多引导
孩子玩智力游戏，如下五子
棋、象棋等，也可对孩子玩游
戏的时间和内容进行限制。

在市区一所小学当班主任
的王丽老师说，孩子玩网游，
很多是跟着父母学的，平时孩

子一哭闹就拿手机来哄，而且
受目前大环境的影响，很多家
长也沉迷其中，完全没有以身
作则的理念，导致孩子大人排
排坐，成为低头族。家长们平
时可以多带孩子出去玩，参加
社会活动，有时间带他们出去
旅游。另外，就是引导孩子们
把精力和意识向读书或其他兴
趣爱好上转移，如读书、搞科
学小制作，需要动手动脑的兴
趣班，买些有难度的组装玩具
什么的，比让孩子闲着上网玩
游戏更有意义，孩子也更有成
就感。

堵不如疏 家长也应该成长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暑假来了，为了让孩子们
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很
多家长便给孩子报各种兴趣
班、夏令营，并安排一些出国
游等。孩子开心的同时，这些
高消费的活动，让一些家长直
呼吃不消。

微留学+兴趣班
暑期花费不菲

李会娟的女儿今年 11 岁，
在市区一所小学上四年级，每
年暑假，由于父母工作忙，无
人照看孩子，都会给孩子报各
种兴趣班。

“一般每年基础的语文和
数学辅导班是必须要报的，今
年暑假孩子光语文和数学这两
个辅导班就5000块钱，乒乓球
班 1200 元、游泳速成班 1200
元，这已经花了七八千元。”
李会娟说。

暑假一般有两个月的时
间，可这几个兴趣班都是只有
30天左右的时间，剩下的一个
月，李会娟还想带孩子出去旅
游放松一下。

“带孩子出去开阔眼界，
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也很重要，
所以每年我们都会让孩子自己
定制一个出游计划，今年孩子
定制的旅游计划是去云南，我
估算了一下，一家三口去几天
大概要花5000元左右，不算不
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个暑
假，光这几项支出要花一万多
元，每年都是这样，我们攒半
年的存款，孩子一个暑假就花
费得差不多了。”李会娟说。

和李会娟一样，不算不知
道，一算吓一跳的家长还真不
少。一到暑假，孩子的支出竟
比上学时多了好几倍。

市民程女士的孩子今年才
4岁，可这个暑假，程女士就
给孩子报了三个兴趣班。

“为了培养孩子的思维能
力，给孩子营造一个好的语言
环境，今年暑假我给孩子报了
围棋、乐高和口才班这三个兴
趣班，其中数乐高的花费最
高，昨天刚报的名，一年的费
用是7800元，围棋一个月1500
元，口才班一个月1200元，才

4岁的孩子，暑假刚开始，就
已经花费了一万多元。”程女
士说。

为增长孩子见识
家长忍痛花钱

短短两个月的暑期生活，
俨然成了一年中最“烧钱”的
两个月，而对于暑期花费是否
给家庭造成负担，家长们则看
法不一。

沈女士的儿子小硕今年 12
岁，今年暑假为了让孩子增
长见识，沈女士给孩子报了马
来西亚的“微留学”，8天的时
间，费用一万元，这还不包括
要报的各种兴趣班。

沈女士起初听到孩子去马
来西亚 8 天就要花费一万元
时，并不同意。“我觉得挺贵
的，有点接受不了，我想让孩
子去附近的城市看一看，但孩
子的爸爸坚持要他去国外，觉
得可以开拓孩子的视野，最
后，我还是听从了父子俩的决
定。”

程女士对于孩子一个暑假
花费一万多元则觉得并不是负
担。“我和孩子的爸爸都是独
生子女，双方的父母身体都不
错，而且他们都有退休金，平
时在养育孩子方面还给我们不
少资助，花费一万多元，让孩
子有机会出去见见世面，我觉
得也挺值。”

出发点虽好
父母也要量力而行

对于孩子暑假兴趣班花费
不菲这个问题，市区一家小学
的陈静老师则认为，让孩子增
长见识的机会有很多，但父母
要根据经济实力量力而行，不
能成为家长的负担。

“孩子平时待在学校，很
少有机会外出，如果利用假期
走出课堂，更多地和外界接
触，把书本上的知识和孩子
的亲身经历相结合，但父母
的出发点应该是以增长孩子
的阅历为基础，不应是走马
观花的旅游。而且在给孩子报
兴趣班的时候，最好能跟孩子
沟通，找到孩子的兴趣点。”
陈静说。

暑假成孩子“烧钱季”
家长直呼压力大

现在孩子玩手机已经成了普遍存在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