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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青少年健康成长面临诸多挑战——

我们的孩子该如何被呵护
本报记者 张赟芳

当网络与现实的重叠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小学生自称“抖人”（意为抖音忠实用户）；当剧本杀、密室逃脱等沉浸式娱
乐爆发式增长，吸引众多学生前去一探究竟；当“90后”“佛系父母”正在兴起，不打不骂“爱看戏”……如今，互联网时代
来临，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青少年健康成长面临哪些挑战？学校、社会、家庭该怎样密切配合，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电摇”成为继《孤勇者》后，在小学生群体中出现的又一现象级行
为；“你这个老六”“啊对对对”等网络热词在小学生中流行；初中女孩模
仿博主“液断”减肥，导致营养不良……

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构筑起了全
新的网络生活方式。在一些不健康的网络内容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青
少年正在模仿网络行为。

“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不了解严重性，可能只是看到别人这样做，
觉得新鲜有趣就来学一学。”成都市一所学校的班主任叶林告诉记者。

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钟柏昌看来，孩子辨别能
力相对缺乏，很容易不分场合、不顾礼节地模仿各种令人反感的行为举
止，甚至夹带不文明、不健康的动作和语言，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孩子的
行为习惯，从而影响价值判断，带偏孩子的成长轨迹。

钟柏昌进一步指出，从社会视角来说，无论是“电摇”等低俗的动作模
仿，还是“你这个老六”等不雅的网络语言，实际上都是社会结构的映射。有
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有相应的社会语言和游戏的产生。因此对青少年
的保护，从根源上要加强社会治理，创造清朗的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

强化社会治理的努力从未缺席。
2023年2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短视频管

理、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等工作。多个视频平台在青少年模式优化上也
陆续发力。在今年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快手宣布，已上线青少年模式
5.0版本，相较于此前版本，5.0版本从审核规则、审核流程、审核团队建
设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内容审核机制。

3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了2023年“清朗”系
列专项行动的相关情况。专项行动将聚焦整治短视频信息内容导向不
良问题、整治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网络戾气、整治春节网络环
境等9方面重点问题展开，努力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一方面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也在积极迎接挑
战——如何通过有效引导，让学生形成正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乌鲁木齐外国语学校第十二中学，为了加强对学生思想道德的
正确引导，学校心理室将当前火热的短视频问题作为辩题列入学校学
生辩论赛中，以此发现并感知学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同时让学生对
短视频的正确使用形成更客观的认识。此外，还组织了“诚信公正维
权 抵制校园欺凌”“红领巾心向党 手拉手结对联谊活动”“弘扬雷锋精
神”等一系列课程，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明习惯、遵纪
守法等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质。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有助于学生道德和个人素质的培
养。在乌鲁木齐外国语学校第十二中学副校长卞春龙看来，学生良好的
道德品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学校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各类教育活动中，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帮助他们
更加积极地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自觉抵制网络环境中的庸俗文化对
思想的侵蚀。

青少年健康成长，还离不开家长的谆谆教诲。“学生只有很少的时
间在学校，在学校还要学文化课，留给思想引导的时间还是比较少的，
以较少的时间应对网络洪流的强力围攻，难免有捉襟见肘的无力感。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家校合力很重要。”卞春龙补充道。

正面引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很多教师都表现出了相同的忧
虑。如果学生听不进去怎么办？

除了不良言行，互联网给学校教育带来的挑战更在于教师权威受
到挑战，教师的话难以令学生信服。“网络时代，针对同一话题，各主体
从自己的视角进行事件解读，呈现出迥异观点，学生接触到的信息五花
八门。学生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后，就容易产生不信任老师的倾向，他
们开始相信网络上的言论，从而打破教师的权威。”山西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汪华英提出。

“当老师给学生‘讲道理’时，学生心中往往会对老师有一种‘身份
抵触’，会有一种本能抗拒。因此，想让学生听得进去道理，就要处理好
师生关系，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尊敬老师，对老师充分信任。”衡水中学高
二年级班主任刘哲说。

在刘哲的班级里，有一些“常规操作”：学生定期分享读书心得，反
省自己存在的不足，让学生自己感悟道理；每两周举行一次“心有千千
结，我来为你解”活动，在讲台上放置一个盒子，学生将困惑放到里面，
并抽取问题，互相答疑解惑。

当学生成了教育的主体，不仅增强了学生对道理的理解，还巧妙化
解了对老师的“身份抵触”。此外，要想让学生愿意听老师的教诲，还要
让学生明白自己在老师心中的重要性，真正意识到“老师是在为我好”。

早起为学生点亮宿舍的灯，自习课时在班级一圈一圈地查看学生
状态，晚休确保每名学生安然入睡后再离开……对刘哲而言，在学校
全天值守、陪伴学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辛苦是辛苦，但是没
有学生不喜欢被关注，没有学生不在意自己的存在感。如果能让学生
感受到老师的关怀，就是值得的。”刘哲说。

“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先有父母心，再做教书人。作为一名班主
任，心怀一颗父母之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那么在跟学生沟通交流的时
候，将心比心就会容易很多。”衡水中学高一年级德育主任李旭彤说。

“身份抵触”的产生，和师生代际差异也密不可分。在李旭
彤看来，如果师生产生了代际鸿沟，就会彼此陌生，彼此疏

远，学生会认为老师不懂自己，渐渐地也就不再有想要
倾诉沟通的欲望了。对于学校，就必须组织有针对

性的培训，建设符合网络环境的教师队伍，让
教师多了解当下的时事热点、网络流行语

等潮流热“梗”，这会让师生有更多共
同语言，而共同语言就是师生进一步
交流的关键。

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如何突出教师声音？

密闭的房间、穿梭的年代、刺激的元素、待解的谜
题……近年来，以剧本杀、密室逃脱为代表的沉浸式游
戏受到不少中学生的追捧。沉浸式游戏在成为学生社
交和娱乐工具的同时，也引发了教师的担忧。

衡水中学高一年级班主任马静丽说：“一些剧本杀
或者密室逃脱流行‘刺激惊悚’风，这方面的内容如何
分级和监管，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保护，目前没有明文
规定，只能由商家把握尺度。一旦过度，就会对学生心
理造成不利影响，使学生倾向于使用暴力来解决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法治教育就必须加强，并有意识地
强调暴力问题。”

此外，剧本杀的基本逻辑是通过人物言行揣测内
心，看破人物伪装，找出真凶。在卞春龙看来，这使用
的是一种反向认定的思维模式，先确定一个人不是坏
人，从而证明是好人。这就会导致恶意揣测的思维模
式，让学生的心理变得消极，更多地看到人的阴暗面，
而不是积极面。同学之间或老师之间一个善意的行
为，他可能会揣测成恶意的。

沉浸式游戏也可能成为学习路上的阻碍。汪华英
认为，碎片化、娱乐化、简洁化的知识呈现让学生很快
得到快乐感和成就感，可能会诱发学生学习心态浮躁、
追逐速成和新奇，专注力下降，影响学习质量。

既然隐患重重，为什么沉浸式游戏如此火爆？以
剧本杀为例，经走访发现，二线城市单场剧本杀消费一
般在100元左右，一线城市在100元至300元之间。
对于学生而言，如果叠加换装、实景布局、现场搜查等
服务，价格一般在300元以上，甚至是500元至600
元。一位在剧本杀店工作的DM（游戏主持人）告
诉记者，即使价格高昂，一些初中生虽然零花钱
不够，但是哪怕借钱也要玩一局。剧本杀究竟
有什么魅力，让学生宁愿借钱也要玩？这给
教育工作带来怎样的启示？

喜欢爱情类剧本杀的高二学生李静认
为，“玩剧本杀可以带来不一样的情感体验，
弥补现实中的情感缺失”。

对此，钟柏昌认为，从个体视角来说，
沉浸式游戏是青少年初级社会化的一种方
式，这些动作、语言和游戏，使青少年获得了
虚拟的社会身份体验，也是他们渴望获得成
人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要想让青少年不沉
迷于此，关键在于家庭、学校、社会都能让青少
年获得不同角色的体验，获得社会意识和责任，
理解社会构成和运作机制。

新年伊始，1月1日凌晨4点，济南市150名青少
年走上街头，体验了环卫工人及其他凌晨工作者的辛
苦工作，并为他们送上了自己亲手熬制的姜茶及温暖

的问候。这是由济南市槐荫区成长向善社工服务中心
和蚂蚁力量儿童义工团及聚心阳公益协会共同组织的
志愿活动，意在让青少年跳出学生身份，以辛勤工作的
劳动者视角，明白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奉献。“经历是最
好的教育。”成长向善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孙上惠说。

一方面是社会组织的努力让青少年跳出学生思
维，明白什么是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国家规范也在搭
建管理“脚手架”，让新业态良性健康发展。

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等五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
知》，规定除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外，剧
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剧本娱乐活动。

防沉迷还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课题，筑起青少年
健康成长“保护伞”。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沉浸
式游戏实际上利用了青少年的心理弱点。青少年沉迷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现实中可能没有太多成就

感，或者是性格上有些内向自卑，不愿、不敢或者不
会与人交往，没有疏解情绪的通道，只能躲在

游戏中排遣。
对此，汪华英认为开设“社交课程”

很重要。应该培养和锻炼学生实际情
境下表达、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学会如
何积极地融入团队并发挥作用，如何
更加从容地认识他人并发展为朋友
关系，如何进行情绪调节和管理等，
为学生创建更加宽松、安全和便捷的

“社交”平台和机会。
家校合作，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学生适度放松，逐步养成阳光积极、
活泼开朗的性格，这样的实践在很多学

校已经展开。
细雨蒙蒙的四月天，天气阴冷，但学生活动

中心气氛却异常火热。放眼望去，演讲社团在以“祖
国”为主题进行演讲，“外国的月亮未必圆”“我以祖国为
荣”的演讲词掷地有声；“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伴随
着轻快的歌唱，街舞社团跳起了劲爆的舞蹈；在角落里，
还有几个文静的女孩子摆弄茶叶，学习茶道……

这是衡水中学的学生社团日，在这一天，学生们可以
放下学习，参加自己喜欢的社团活动。高二年级学生王
承诺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样的一天让我从学业压力中逃
离出来，与自己的兴趣为伍，与同学嬉戏玩耍，这不仅让
我放松身心，也让我感受到了和朋友在一起的快乐。”

在重庆市巴川中学的“5·25心理健康节”上，《爱
自己》全校微课、心理健康志愿者培训、音体美学科融
合课、心理健康中心开放日解压活动……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学生们关爱自我，了解自我，接纳自我，关注自
己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提高自身心理素质。

当然，不可否认，一味拒绝沉浸式游戏不利于青少
年放松娱乐。如何正确利用，重在提高辨别判断能
力。储朝晖提出，我们的孩子虽然在老师的教导下，知
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但是缺少实践的机会。
中小学教育应该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权，有意识地设置
一些情境，让他独立面对一些情况，自己去做选择，在
这个基础上予以引导，培养他的自主判断能力。

新型娱乐活动兴起，如何让孩子适度放松？

为了培养学生对父母的感恩之心，山东省青州市
北关初级中学班主任陈孝花布置了这样一份作业：当
一天家长，体验一下做父母的辛苦，并以短文的形式真
实记录这一天的经历和感受。让我们透过这份作业，
看家庭教育难题，并寻找解决之法。

如何平衡好爱与约束——
一个孩子这样写道：我跑到妈妈身边，告诉她从明

天起，我会帮她干活，好好回报她。妈妈说：“父母悉心
照顾孩子，不是为了儿女的回报。当父母就要让孩子
幸福，只要孩子幸福，父母自然也就幸福了。”我控制不
住自己流下了眼泪。

陈孝花老师告诉记者：这个孩子是独生子，他的妈
妈非常爱他。如果妈妈以“孩子的幸福高于一切”的心
态处理母子关系，就容易让孩子觉得自己的位置比父
母还高，成为一个任性、唯我独尊、不受任何约束、受不
得任何委屈的人，这会导致孩子在人际交往方面出现
一系列问题。爱孩子无可厚非，但需要把握好爱的度，
避免造成溺爱。

爱不仅意味着关怀，还意味着约束。21世纪教育
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二者的关系：
有孩子在上课时，在其他同学起来回答问题时，会抽掉
他的凳子，导致这名同学一屁股坐在地上，有的甚至造
成尾椎骨折。家长会用“恶作剧”来开脱孩子的责任，但
这是严重的伤害行为，并非什么“恶作剧”。

“对于未成年学生，最基本的家庭教育是做人的规
则教育。需要注意的是，规则和自由并不矛盾，懂得尊
重规则，才会获得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熊丙奇补充
道。

如何不再以学习成绩为先——
一个孩子这样写道：写完作业后，我说：“妈！我和

你说，你养了我3000多天了!”妈妈“噢”了一声，爸爸

说：“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了？”我说：“感谢你们啊！”
爸爸又说：“你真想感谢我们，你就好好学习，不要偷
懒，考个好成绩。”唉，又是老话，我每次跟他们说不了
几句话，就总会绕到学习上去，真是烦人。

据陈孝花老师介绍，这是个过分关注孩子的成绩，
甚至可以说唯成绩至上的家长，在他眼里，孩子不是一
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而是成绩的代名词。

令人忧虑的是，以成绩为先的家长不止这一个。
陈孝花老师提出，开学第一天，没有人愿意当班委，除了
班长一职有人主动请缨，其他的职务没有一个人愿意承
担。当问及不愿当班委的原因时，有一个男生说：“爸爸
妈妈担心当班委做许多杂事耽误学习。再说了，当班委
确实挺累人的，干值日、卫生大扫除都得起带头作用。”
他这么一说，有好几个同学频频点头。

可见，家长关心孩子的成绩情有可原，但要有度。
如果过度关心成绩，将不利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不利于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等的培养，
也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要求背道
而驰。

家庭教育怎样才能避免唯分数至上，储朝晖建议
家长把握两点，一个是教会孩子平等地对待自己，对待
他人。再一个就是要服务，做力所能及的事，为他人服
务，为整个社会服务。这是两个最关键的点，如果这两
个关键点有了，孩子教育的大方向就是对的，就能不掉
入唯分数至上的教育陷阱。

如何与孩子有效沟通——
一个孩子这样写道：我跟妈妈说以后愿意帮她干

家务，妈妈说：“咋啦，又做错什么事情了？肯定没什么
好事。”我抱了妈妈一下，说：“不是，妈妈，你给我当了
4463天家长，你辛苦了。”妈妈满不在乎地说：“你才知
道我的辛苦啊，是不是又是老师教的，我一看就知道是
老师教的。”郁闷，郁闷！

孩子真心表白换来的是家长讽刺挖苦，可想而知
孩子此时此刻的心情。这种做法对孩子心理的伤害是
极其严重的。首先，孩子会觉得父母蛮不讲理；其次，
孩子会失去表达的欲望，因为他的真心表白换来的是
当头一棒；最重要的是，孩子会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父母
这种不良的沟通方式，从而导致孩子人际交往方面出
现问题。

不当的沟通方式对孩子心理健康甚至人格养成都
会造成不良影响，此类现象并不鲜见。“有的家长在公
开场合大声斥责学生，导致学生在放假离校前产生恐
惧心理，不敢回家面对家长。有的家长在假期严格限
制学生使用电子产品，导致学生没有自己的休闲娱乐
空间。”马静丽说。

对此，储朝晖建议，家长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前提
应该是互相尊重，相互理解，彼此平等。传统的亲子关
系是简单服从的关系，如今更多的是要协商，要讨论。
要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相互促进，协同前进。

在钟柏昌看来，家校社共育的关键是创建一个共
同体，努力使家校社形成合力。在这个意义上，扭转家
庭教育的种种误区，不能只靠家长自己的努力，还需要
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参与。

为了让家长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念，与学校做好配
合，陈孝花老师采取了家长课程的形式，对家长做好辅
导。课程从家长教育理念转变、亲子沟通技巧等方面
入手，通过角色扮演、心理训练等方式，让家长和学
生在活动中得到体验和感悟，进而明白自己在生活中
担任的角色，彼此理解，共同成长。

此外，钟柏昌建议，可以充分挖掘地域自然、文化
资源等，找准切入点，通过基地共建、场馆共享、资源互
通等途径，将博物馆、图书馆、红色教育基地等资源吸
纳到家庭教育中，提高家庭教育质量。

家长如何为孩子扣好“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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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乌鲁木齐外国
语学校第十二中组织
开展校园心理情景剧
大赛。

②衡水中学烙画
社团的学生正在绘制
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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