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疫情的影响，现在全国

大多数地方的学校都还没有开学，

孩子们都宅在家里上网课。最近，

有不少妈妈在我们亲子公众号辣

妈联萌后台留言说，有些孩子上

网课不自觉，趁大人不在就偷偷

开始在网上打游戏。还有些孩子

在家宅久了，玩游戏时间开始得

寸进尺地延长，从 20 分钟，到 30

分钟，再到 40 分钟……然后，原

来喜欢的阅读也变得不上心，做

作业也要和你讨价还价，每天脑

袋里都在琢磨怎么做才能赢得游

戏时间。家长们担心，这样下去

肯定会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要

如何干预才好呢？

孩子长时间宅在家里，又缺乏

人际交往的机会，肯定会感到无

聊没趣，而网络游戏正好填补了

这种空虚，对孩子有很大吸引力。

再加上现在学校都要求上网课，

孩子们捧着手机的时间就更长，

所以这段时间，家长要特别注意

孩子玩手机和上网的问题，不要

让孩子玩游戏上瘾。怎么做呢？

我有四点小建议。

第一，家长要做好榜样，减少

在孩子面前玩手机的时间，多看

看书，多做做运动、美食，多跟

孩子分享生活当中的美好。如果

你整天拿着手机不离手，却要孩

子少玩手机，孩子会听你的吗？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

不是看父母怎么说，而是看父母

怎么做的。

第二，我们要跟孩子们定好规

矩，什么时间段可以看电视，什

么时间段可以玩游戏，制定一个

作息时间表出来，可以让他自己

来设定，家长负责把控。孩子觉

得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大人足够的

相信对于每一位妈妈来说，有了孩子之后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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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会更乐意去遵守这个规定。 

第三，鼓励孩子发展兴趣爱

好。比如，有的孩子可能在学钢琴，

学画画等等，可现在没有老师面

对面指导了怎么办？家长可以在

网上找 1 对 1 的在线老师来辅导。

只要是他感兴趣的爱好，家长都

要鼓励孩子，并且创造条件坚持

下去，孩子兴趣爱好广泛了，手

机游戏就不再会是必需品。

第四，注意高质量的亲子陪

伴。家长利用好这段时间，用心

和孩子沟通，陪伴孩子，多安排

一些让孩子感兴趣、有存在感和

成就感的活动来帮助孩子打发时

间。现在一些学校组织的网络才

艺展示活动就很不错，不但让他

们手里有活干，还能增加跟老师

和同学的情感互动；平时呢，家

长还可以跟孩子一起研究一道美

食、一起探讨一部电影等等。和

孩子建立起朋友式的沟通交流方

式，良好的亲子关系建立起来后，

孩子自然不会再依赖手机游戏来

打发时间和寄托情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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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学校一直没

有开学，孩子们也就只能待在家，好

在教育部门重视，及时推出了网课，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虽

然网络课堂早就有了，但是任课老师

亲自上网课，对学生来说还是少有的

课堂形式。

按照老师的要求下载了一堆手机

APP，除了练习英语的“口语100”，还

有布置和检查作业的“班级优化大

师”，加上原本就有的班级微信群，

以及各种小程序，用来每日疫情报备、

每天课程打卡、背诵监督签名、默写

家长登记……让孩子使用手机已经回

避不了，各种通知、作业、打卡任务

的完成，自然而然地逐渐由儿子尘尘

自己承担。虽然已是半大小子，但毕

竟还是个孩子，难有那么强的自控能

力，好几次，我发现儿子完成了应当

的操作之后偷偷玩游戏——继电脑被

禁之后，手机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青春期的孩子自尊心特别强，也

特别敏感，如果家长太过专制，反而

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我采取了一

种温柔的方式，利用孩子的敏感，又

不去伤及孩子的自尊，不批评、不指出、

不干涉，但该管还得管——你用手机

我看着，在旁边全程陪同，用完手机

我拿走，诶，这毕竟是我的手机不是，

我还得用呢。

我不说破，尘尘也不吭声，两相

沉默间，母子俩其实心知肚明，问题

至此算是得到了初步解决，虽然这得

占用大量的时间。

随着全面复工复产，我也要上班了，

手机就得被长时间带离“犯罪现场”。

这无疑有利于事态朝良性方向发展，

但新的问题随之又出现了。家长离开，

上网课便没有了监督，躺在沙发上，

听课吃东西……用尘尘的话说“这样

并没有影响我听讲”。但我认为“站有

站相，坐有坐相，听课就应该有听课

的样子”，尘尘则辩驳“这又不是正

式上课”。我发现，面对青春期孩子

的某些主张，有时候真是“秀才碰到兵，

有理说不清”。

跟其他妈妈沟通，好些也反映家长

上班后没办法管制孩子，网课的播放形

同虚设，孩子们想吃的吃，想喝的喝，想

睡的睡，想干嘛就干嘛。面对孩子的各

种“玩课”，妈妈们无法不纠结。

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开学时

间再次推迟，着急的显然不止家长和

孩子，还有老师们。短短几天课本快

递送达各家，3月8日家长们接到通

知说次日即刻在网络上正式开课，上

课作息与平时无异，课表已经排好，

各科任课老师通过腾讯会议的软件进

一级作家，湖南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出
版《星星亮晶晶》《苍灵渡》《咸雪》等多
部作品。

四个锦囊助孩子摆脱网络游戏控制

疫情期间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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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授课，可以视频跟同学互动，而班主

任远程在线督促。

孩子们虽然不用走进学校，但早

读、自习、班会、课间一应俱全，就连

周一大早的升旗仪式都必须着校服拍照

考勤。这意味着，虽然还是网课，但形

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切都走上了

正轨。老师们安排得周全，但第一天还

是遭遇了各种状况不断：整个画面黑屏，

手机联系指导老师捣鼓了半天，才调成

各个同学的摄像头切割画面，还没有看

到老师，下课的时间就到了；还有老师

把摄像头对准自己，一堂课都是他一个

人纵情播报，哪怕他手指过去“大家看

啊……”，同学们依然除了他的脸什么都

看不到，板书在哪里？老师竟然没想到

摄像头要对着自己的电脑屏幕。

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有位老师因为

软件操作不熟，把自己给静音了，同学

们在聊天框里此起彼伏地呼唤，老师

没有任何反应，这时大家想到老师可能

是为了不打扰讲课把聊天页面最小化了，

讲课太投入根本没去想点开查看，无奈

只好打他手机，老师居然敬业到上课时

间关机了！

第一天正式网课结束，晚上班级群

里反馈情况，有老师抱怨课堂不活跃，

最后才弄清楚是她自己掉线了，同学们白

坐一堂课；班主任批评学生各种点名不

应答，大家不得不集体申辩，老师您讲

话一直卡，一直卡，卡了一堂课，一句话

也听不清……当然学生们也是意外频出，

有不知道开启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有不

小心弄歪了摄像头始终朝着天花板的，

有忘记了关麦克风导致课堂杂音嘈杂的，

有错点了视频共享让同学和老师一起抓

狂的……为了儿子的实时网络课，各种

设施的调试，我也被折腾出了一身老汗，

太能理解老师们因为疫情被赶着鸭子上

架的实时授课有多不容易。

不过几天时间，老师们逐渐对操作

得心应手，同学们也逐步适应课堂节奏。

我发现儿子从一开始的关注摄像头慢慢

转变成了无视，他似乎进入了正规课堂

模式，当他开始有意识地认真学习，有

没有摄像头对着已经不重要了。

目前，老师布置、检查作业和查阅

课堂笔记等等依然是通过手机，但尘妈

不再像从前那样全方位防控，而是给儿

子单独配备了一台手机，不进行过多的

干预。在网课从家长督导到老师介入的

变迁过程中，我意识到，所谓外因靠内

因起作用，网课不是“玩课”，要做到有

没有家长监督都是一样的效果，完全取

决于孩子自身。严防死守其实并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因为孩子自律能力

有待提高，所以更要给他成长空间，让

他实现自我控制，完成自我成长。

儿子尘尘，13 岁。热衷于放养式育儿，
和儿子一起成长的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