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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

孩子也有网络社交圈，爸妈该做点啥？

别放任孩子在虚拟社交中“顺其自然”
事件回顾：

微博、微信、论坛、QQ⋯⋯跟随着智能设备、社交媒体一起
长大的孩子们，对相关软件的运用有时比成人更加熟练。但

对于价值观还没完全塑造好的孩子来说，网络上部分负能量信
息很容易误导、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看着孩子们刷微博刷朋友圈发

评论，家长该怎么做呢？
话题

记者调查：

嘉宾说：

孩子跻身“低头族”愁坏妈妈 父母不要过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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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
频蕾：现在网络中、微博上、

朋友圈里，信息繁杂，有些是

不真实的内容。对大多数少

年儿童来说，他们缺乏辨别

的经验和能力。在他们使用

社交媒体的时候，需要家长

进行指导。

家 长 需 要 让 孩 子 认 识

到，和现实生活中一样，网络

上的社交也有一定的行为规

范，只是换了一个场合。

但 也 不 能 说 因 为 有 问

题，就禁止他们用。父母可

以做一些限制，比如孩子使

用社交媒体有时间段，明确

他们使用这些软件的目的是

什么；而不仅仅是只给出建

议。如果家长担心孩子会上

传一些不恰当的信息，涉及

家庭隐私等，可以跟孩子协

商 ，引 导 他 们 界 定 一 些 规

则。家长也可以针对网络某

件事或某观点，和孩子分析

讨论，对照现实中的事件，提

高孩子的分辨能力。

在对孩子的网络行为开

展教育引导时，家长要鼓励

孩子多参与现实活动，多与

朋友互动交流，减少沉迷虚

拟社交的机会。同时，家长

应该鼓励孩子更好地使用网

络，把网络当成工具，当成百

科全书，可以便捷地查找相

关知识，而不是仅仅沉迷于

网络社交，或做其他一些与

学习关系不大的事情。

■记者 蔡玲玲

市民陈女士最近发现，上小

学五年级的儿子常常用她的手

机玩微信、发微博，只要不被她

叫“停”，他就会捧着手机不放，

浏览新闻、刷朋友圈。

“以前会控制孩子玩电脑的

时间，现在倒好，很少玩电脑，做

完作业，就低头玩手机，说起热

点新闻、网络游戏，比我还熟。”

陈女士说，和其他家长交流后发

现，很多孩子有自己的微博、微

信账号，时不时地更新，发送的

内容也很多样，看了什么书、周

末去哪儿玩、家里的宠物、自拍

等等，转发偶像的消息、跟爸爸

妈妈工作有关的内容、帮忙投票

也很常见。

“我也不知道孩子这么做到

底好不好，网络上的信息那么繁

杂，他怎么分辨？做父母的该怎

么引导？”陈女士很纠结。

中小学生热衷网络社交，家长忧大于喜

近日，王菲、李亚鹏的女儿

李嫣在社交网站分享的视频走

红，9岁的李嫣在玩自拍时，意外

曝光了王菲私人豪宅内部装饰，

引发热议。随后，李亚鹏为保护

女儿隐私，将其美拍账号关闭。

前段时间，一些小学生为了

“捍卫”自己的偶像，通过网络视

频隔空对骂，被网友称之为“小

学生世纪骂战”，在微博、微信上

热传。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

布的《中国少年儿童发展蓝皮书

（2013—2014）》，少年儿童通过

网络进行人际交往和互动是高发

的网络行为之一，其中，“听音乐”

占68.7%，“聊天”占63.9%，“更新

微博、空间”占40.2%，“查看好友

信息”占27.9%。

近日，记者采访了十多位中

小学生家长，虽然孩子玩游戏是

令家长们担忧的一大问题，但最

让他们感到头疼的还是像微信、

微博之类的社交媒体平台。大

部分家长表示，他们多多少少会

对孩子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等科技产品进行监控。

市区某小学六年级学生小

张告诉记者，他们班上几乎每个

同学都有自己的微信，其中有好

几个同学有自己的智能手机。

最近，他和几名要好的同学组建

了一个微信讨论群。“一到周末，

群里就特别热闹。约去图书馆

看书，商量事情，我们都会在群

里面聊。”小张说。

市民刘先生对于这些网络社

交平台颇为“感冒”。“我女儿这两

年也迷上了网上聊天，还在她自

己的微博上关注了很多明星，喜

欢转发一些微博并评论。”刘先生

表示，他不反对女儿追星、在社交

媒体上与其他网友互动，“但是孩

子年纪太小，才 10 岁，不能明辨

黑白是非，容易受不好的信息影

响，甚至误入歧途”。

市民虞女士的儿子今年读

小学四年级，不追星，但喜欢捧

着手机在微信、微博上刷新闻。

“虽说让孩子开阔眼界，关心社

会是有必要的。但现在有些网

友的评论特别复杂，有些充斥个

人情绪，我不希望孩子受到一些

消极东西的影响。”虞女士说。

市民高先生也有类似的担

忧。儿子今年上高一，周末或节

假日回家，一家人好不容易有个

机会聚在一起，儿子却只顾自

拍、发微博、刷朋友圈。而且他

发现，儿子机不离手，晚上睡觉

前也是捧着手机在被窝里。“感

觉他严重依赖于微信这些网络

社交平台，忽视了与人面对面的

交流。”高先生说，儿子的变化让

他感到莫名的难受。

当然，并不是所有家长都对

孩子接触网络社交感到忧虑。

爱玩摄影的林先生在教女儿使

用智能手机的同时，把自己常用

的“豆瓣”APP 推荐给了孩子。

“比起其他家长采取躲避的措

施，我觉得引导孩子如何利用网

络学习更好的东西，才最重要。”

他说。

市民张先生：千万不要

小看孩子们的好奇心，有时

父母的过度保护会起到反效

果。我觉得，咱们也不用因

为小部分的负面案例，而全

盘否定社交媒体的价值。适

当地给孩子开放空间，让他

们自己去判断去成长就好。

家长应学习如何在网上保护孩子

市民廖女士：网络上经

常有虚假的负面的消息，家

长们必须学习如何在网上保

护自己的孩子，帮助孩子正

确选择网络信息源，确保孩

子在有利于身心健康和学习

进步的网络平台浏览，禁止

孩子浏览不健康网站，以免

陷入其中不可自拔。

在网上被认可感觉很充实

初三学生小王：网上的

言论更加自由，我可以从容

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

像在公共场合发言会怯场。

我也喜欢在微信上分享自己

的心情和经历，看到满满的

点赞和评论就感到很充实。

不能让孩子“顺其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