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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孩子+智能手机”的27轮“磋商”

　　刷视频、玩游戏、追直播，浪费时间，诱发罪案……相当一部分家长对孩子接触智能手机，以及其他智能电子终端忧心忡忡；

　　是个学习平台，能开阔视野，自带“小确幸”，打发无聊……相当一部分孩子对家长“打压”智能手机“生存空间”感到“不忿”；

　　“攻”“防”之间，演绎无数“暗战”，一些家庭“硝烟”密布。

　　六一儿童节前夕，本报邀请到几个孩子、家长、校长、心理专家、法官、检察官，力图以平等、开放、包容的姿态，就“孩子与智能电子终端”问题进行

一次温和“磋商”，探寻此题的“《法治日报》答案”。然而，“磋商”似乎并不如预期那样温和……

　　我们坚信，只要躬下身子走进每个孩子的内心，就会洞悉更多的个性问题。无论如何，“爱是教育的灵魂。”在爱的浇灌下，用心灵启发心灵，孩子成

长过程中遇到的大多问题，包括智能电子终端使用问题，都会得到有效解决。

　　敬请关注本期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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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做到不玩游戏”

　　平平、安安（化名）

　　5岁，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某小区一对可爱的双胞胎

兄弟，幼儿园大班

　　对话人

　　本报见习记者 周孝清

　　01.

　　（一听记者要和他们聊游戏，平平、安安便蹦蹦跳跳兴奋不已。）

　　弟弟安安：“我最喜欢玩搭房子、跑酷、合作通关；我喜欢

玩解密、打工赚钱、消防车拼图……”

　　哥哥平平：“我目前已经积攒了100多个‘迷你豆’，我还用

‘迷你豆’给游戏界面换过3次皮肤。”

　　02.

　　记者：“游戏为什么会这么好玩呢？”

　　安安抢答：“好玩，就是好玩，没有为什么。”

　　03.

　　记者：“你说，你能不能做到不玩游戏？”

　　“不能。”安安稍作停顿，作出肯定的回答。

“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弹出的视频是啥”

　　吉祥（化名）

　　11岁，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一位聪明活泼的五年级学生

　　对话人

　　本报记者 刘中全

　　04.

　　记者：因为疫情防控需要，你们这学期在学校只上了一周

的课，之后一直在家里上网课，这种方式喜欢吗？

　　吉祥：刚开始上网课不太习惯，不能和老师同学见面，感

觉不太好，后来慢慢时间长了，现在已经习惯了。我还是很喜

欢上网课的，最起码不用起早，我在家里多数时间都是用爸爸

妈妈的手机上网。

　　05.

　　记者：经常接触手机，手机里面的功能应该很熟悉了吧？

除了上网课外，都喜欢用手机做什么？

　　吉祥：手机的功能了解得还算可以吧，除了上网课，多数

情况是看电视、刷微博、拍照和同学聊天，爸爸妈妈不让玩游

戏，偶尔看看视频。

　　06.

　　记者：看视频有意思吗？都喜欢看哪些内容呢？

　　吉祥：看视频很有意思的，里面什么内容都有，有搞笑的，

娱乐的，还有剪辑的电影、电视剧等，我比较喜欢搞笑的，其中

某小视频，同学们都看，我也觉得挺好玩的。

　　07.

　　记者：你和同学聊天时，也聊视频的内容吗？

　　吉祥：是呀，经常和好朋友通过语音聊天，也聊一些看到

有意思的视频内容，相互推荐，非常有意思的。

　　08.

　　记者：一般情况你会看多长时间的手机视频？

　　吉祥：看了手机视频就停不下来，多长时间没细想过，一

般都是爸爸妈妈不让看了，才放下手机。

　　09.

　　记者：看视频时为什么会停不下来？

　　吉祥：因为手机视频很有意思呀，看了一个视频后，就期

待下一个更有意思的视频，看完一个又一个，你永远都不知道

下一秒会弹出来啥。

　　10.

　　记者：有没有想过，经常玩手机刷视频，甚至迷恋手机，会

很影响学习的。

　　吉祥：有想过，但是有时候做不出来题没意思，就会玩

手机。不过等到学习的时候会把程序卸载，免得被家长

发现。

“皇帝碳酸钙三世(CaCO3 Ⅲ)躺在硫酸里”

　　小策（化名）

　　12岁，江西省南昌市某小学一位阳光睿智的六年级学生

　　对话人

　　本报见习记者 周孝清

　　（小策妈妈汪女士说，小策算是一名游戏与短视频的“受

益者”。他从小喜欢玩游戏，爱学习，又较为听话。三年级时，汪

女士给他配备了专用的个人电脑引导他自学编程，他开通有

自己的QQ、钉钉、微信等社交账号，方便在线请教老师解答疑

难问题。几年的浸泡互联网，让他熟知了很多学习型的网站，

并结识了一批在编程猫网站交流写作的小伙伴，也掌握了一

些简单的视频剪辑、打字排版新技能。去年11月，他参加

2021CCF非专业级别软件能力认证第一轮(CSP-J)入门级比

赛，获得江西省一等奖成绩。）

　　11.

　　记者：“你每天花在玩游戏的时间多吗？”

　　小策：“平摊每天大约半小时吧，现在因‘限玩令’政策原

因，几乎不能玩游戏了，有时在电脑上玩minecraft单机游戏，

但妈妈也和我谈了前提条件，必须先要写完作业。”

　　12.

　　记者：“短视频有什么特别之处？”

　　小策：“你听过‘催逝员’的故事吗？你听过‘神经病之歌’

吗？‘皇帝碳酸钙三世(CaCO3 Ⅲ)躺在硫酸里，英年早逝，享年

3000岁’你听懂什么意思了吗？……”

“这就好比一把菜刀，看用在哪里”

　　汪女士

　　两个儿子的妈妈，家住江西南昌

　　对话人

　　本报见习记者 周孝清

　　13.

　　记者：“您对孩子玩游戏有何体会？”

　　汪女士：“这就好比是一把菜刀，如果用来切菜，就是一件

厨具；而如果使用不当，那它很可能变成一把凶器，游戏亦是

如此。”

　　（汪女士回忆：大儿子在初中阶段时曾因沉迷游戏，令她

非常头疼。为了逃避父母的监管，大儿子竟然花300元在外面

租了一部手机携带在身上，放学后躲在小区门口的超市里蹭

WiFi打游戏，为此每天放学晚归。她尝试过和孩子沟通、谈判、

让小孩签订协议，甚至让孩子写检讨书等方法，但最后都未奏

效。孩子的学习成绩深受影响。）

　　14.

　　记者：“孩子现在情况怎样了？”

　　汪女士：“送去一家寄宿学校了。很简单，寄宿学校不准带

智能电子设备。孩子收敛很多，现在基本能够与人正常交流沟

通了，学习成绩也有所提升。”

“常常讲着别人的案例，担心着自己的闺女”

　　成女士

　　一名五年级女生的妈妈，法学硕士，北京市某区司法局

干部

　　对话人

　　本报记者 蒋起东

　　15.

　　记者：“孩子受网络影响大不大？”

　　成女士：“……近一个多月，她看网络小说成瘾，往手机里

充值了一千多元钱。自己的手机里没钱后，又偷偷从姥姥手机

给自己转400元……我经常下校讲法治教育课，常常讲着别人

的案例，担心着自己的闺女。忽然发现，担心竟成了事实，情急

之下，把她手机里的零用钱全部没收，还暴打了一顿，并恐吓

要把孩子送进看守所。本以为，孩子一定会‘痛改前非’，从此

戒掉网络小说，没想到仅仅隔了一天，孩子就又偷偷看起来。”

  “情绪不平衡的学生会更容易找

手机发泄情绪”          

　　寇觉中

　　广东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

　　对话人

　　本报记者 唐荣

　　16.

　　记者：“您注意到一些孩子对智能电子产品依赖现象了

吗？”

　　寇觉中：“有研究表明，对智能手机成瘾可使青少年体

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更少的积极情绪。从而降低情绪平

衡，对睡眠质量产生影响。而情绪不平衡的学生会更容易找

手机发泄情绪，寻找支持，造成恶性循环。继而影响学业与

人际交往。”

“手机被扔下楼，孩子冲动之下也要跳楼”

　　胡玲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对话人

　　本报记者 范天娇

　　17.

　　记者：“孩子一旦沉溺手机，对于学业、生活来说影响还是

很大的。您在审判工作中遇到过类似案件吗？”

　　胡玲：“如果孩子过度痴迷于手机或者网游就会产生一定

的负面作用，例如时间、精力过多放在网游上，现实生活中的

交流、学习、亲近自然、运动等活动就会减少。当孩子习惯了电

子游戏的强刺激，对学习、阅读等弱刺激容易失去兴趣，也会

影响孩子的视力、脑发育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感悟力等。更为

严重的，因为手机成瘾和家人、同学、朋友发生争执，导致厌

学、自残、自杀，走上犯罪道路。”

　　“在我的工作中遇到一个真实的案例，因为孩子玩手机自

杀未遂引起的离婚纠纷。父母感情不好，家里争吵不断，正面

临初三的儿子沉溺用手机打游戏，游戏成瘾后不去上学。孩子

父亲很生气，将孩子手机从高楼扔下，孩子冲动之下将腿跨上

窗台要跳楼，幸亏被及时拦腰抱住，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为此，

孩子母亲闹离婚，后经调解双方离婚。”

  “这个孩子面对犯罪嫌疑人诱惑

时毫无抵抗力”          

　　洪怡芳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第五检察部主任

　　对话人

　　本报记者 王莹

　　18.

　　记者：“您在办案时遇到过因沉迷手机而引发的案件吗？”

　　洪怡芳：“青少年因沉迷短视频而被犯罪分子所利诱，最

终遭受侵害的问题令人担忧。

　　2021年2月至5月期间，张某某以提供手机给被害人玩游

戏、看抖音视频等方式，将被害人引诱到其仓库内进行侵害。

案发后，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我们检察官了解到，案

件被害人均为在校学生，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子女，经常让

孩子自己玩手机。缺乏亲情陪伴的孩子对手机游戏、短视频很

是着迷，加之年幼缺少防范意识，以至于在面对犯罪嫌疑人诱

惑时毫无抵抗力。

　　办案中，检察官联系心理咨询师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心

理辅导，帮助未成年被害人走出被侵害的心理阴影，督促并引

导父母多陪伴未成年子女，加强未成年人手机使用管理，注重

安全教育。”

“游戏不是罪魁祸首，是替罪羊”

　　曲建华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校长

　　对话人

　　本报记者 蒋起东

　　19.

　　记者：“听过您一次讲座，谈到智能手机对学生成长，对亲

子关系的影响，很有见地。”

　　曲建华：“小孩子乃至我们成年人，为什么会迷恋智能

手机？

　　第一、生活需要。生活中方方面面都要用手机：坐公交、买东

西、线上开会、学习……就拿我自己来说，光工作的群就十几个。

　　第二、手机设计。智能手机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很多让

人一摸就放不下的基因。比如：未读信息上的小红点、短视频

不点击暂停就会自动播放下一个……

　　第三、孩子天性。成年人再贪玩，还是有责任、有工作、有

不得不完成的事情。可儿童刚好处在喜欢玩的年龄阶段里，没

有生活的压力，不用为生计发愁。因此，手机的吸引力和孩子

爱玩的天性遇到一起，很容易沉迷其中。

　　第四、生活单调。周一到周五学校，周六日课外班，回家各

种作业。大人五加二白加黑，也难免烦躁。加之缺少玩伴，为了

免于孩子的纠缠，家长常常拿手机安抚孩子。因此，不是手机

多好玩，是因为生活太无聊。

　　第五、精神空虚。现实世界，追求完美，不允许犯错，成绩

差的孩子，体验不到学习所带来的成就感，而网络世界就容

易、随意得多，游戏失败了还可以重来。因此，游戏不是罪魁祸

首，是替罪羊。

　　第六、社交需求。对于一些孩子来讲，玩游戏早已超出了

娱乐价值，在那个世界，不仅可以畅所欲言，放飞自我，还能获

得志趣相投的友谊。”

　　“使用手机的巨大乐趣和满足，

让人们产生依赖”         

寇觉中

　　广东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

　　对话人

　　本报记者 唐荣

　　20.

　　记者：“您觉得一些沉迷手机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寇觉中：“养成了使用习惯。习惯指一个最初有意识的动

作，通过不断对其进行重复而形成的无意识的日常行为规

律，它是一种心理或行为倾向，而不是一种行为。习惯的一个

关键特征是自动化，一旦习惯形成，个体不需要付出过多的

意识注意和认知努力就能轻易做出某种行为。青少年在手机

上进行各种活动，进行网络游戏、观看短视频、并进行人际互

动（点赞、评论、转发等）获得巨大乐趣，形成对手机的习惯

性使用。

　　正处于‘疾风骤雨’成长的特殊时期的青少年，会面对

诸多压力。例如：学业压力、人际压力、情绪压力等。当青少

年面临多重压力，且无法妥善处理这些压力时，一种选择就

是沉浸于虚拟世界以暂时性地逃避现实，获得心理上的满

足感。

  因此，当青少年使用手机时，缓解压力需求得到越大的满

足，就越容易产生对手机的依赖。”

　　推荐一个妈妈给自

己的《手机使用规定》

　　曲建华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校长

　　对话人

　　本报记者 蒋起东

　　21.

　　记者：“我们了解到学校在教育

孩子合理使用智能手机上做了大量

工作。对于家庭和社会在这方面应

起的作用，您有何建议？”

　　曲建华（摇头，大笑）：

　　“太难了！大部分‘减肥者’雷声

大雨点小，行动力甚微，运动、节食，

效果慢、过程苦，于是，放弃；戒烟

时，身体中的尼古丁水平下降，多巴

胺分泌急剧减少，没有了快乐源泉，

焦虑、抑郁、头痛不安、注意力不集

中甚至烦躁失眠，于是，复吸。美食

对减肥者、烟草对吸烟者、手机对孩

子，三者诱惑值不相上下。如此曲

折、迂回的戒烟、减肥之路与手机管

理如出一辙。互相理解，彼此鼓励，

持之以恒，才是捷径。

　　对于家长来说，先改善亲子

关系 ，再谈手机问题。亲子关系

好，孩子才能听得进家长的意见

和建议，否则，家长的劝导轻则是

耳旁风，重则变身点爆亲子战争

的助燃剂。

　　手机问题不要与学习并论。否

则只会让孩子更加抵触学习，报复

性玩手机。在孩子玩手机的时候，家

长只提示坐姿、担心眼睛、关心健

康，不提成绩和作业。

　　家长以身作则。家长如果没有

约束，手机想怎么看怎么看，想什么

时候看什么时候看，吃饭看、走路

看、开车看、躺床上也看，这种情况

下给孩子立规矩，就像‘只许州官放

火不许百姓点灯’，孩子是不太可能

服从和遵守的。”

　　22.

　　记者：“可有具体提示？”

　　曲建华：“有一个妈妈发现自

己孩子有些迷恋手机，说了几次好

像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于是，

妈妈给自己起草了一个《手机使用

规定》，张贴在家里，邀请全家做

监督。

　　《规定》全文：

　　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和对儿子

的榜样引领，关于手机的使用，我郑

重承诺：

　　1、手机不进卧室；

　　2、手机不进厕所；

　　3、手机不上餐桌；

　　4、走路不看手机；

　　5、开车不看手机；

　　6、跟别人说话时不看手机；

　　7、手机充电时不使用；

　　8、朋友圈不点赞、不评论；

　　9、不在朋友圈发牢骚或泄愤；

　　10、晚9：00以后不主动看手机。

　　孩子看到妈妈每天严格遵守以

上十条，润物无声、耳濡目染之下，

孩子也主动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手

机使用规定》。

　　教育无他，榜样而已。比起苦

口婆心地说教，给孩子做榜样，更

有力度。”

　　对校园周边寄租手

机商贩，检察机关可监

督相关部门取缔  

　　吴端端

　　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八

检察部负责人

　　对话人

　　本报记者 王莹

　　23.

　　记者：“一些孩子沉迷智能手

机，检察机关如何作为？”

　　吴端端：“家庭、学校、社会要打

好配合战，责任共担。

　　2022年5月，泉州市人民检察

院、泉州市妇联会签《在涉未成年人

案件中开展分类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的意见》，探索建立常态化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和受侵害家庭教育指导模

式，对于推动落实家长监管职责，注

重发挥学校引导、监督责任，解决青

少年因沉迷短视频搭建了有效

平台。

　　下一步，泉州市检察机关还将

探索通过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加强

对短视频平台监管，及时监督相关

部门取缔校园周边寄租手机商贩，

真正推动全社会齐抓共管。”

　　“孩子在用生命唤

醒这些沉睡、麻木的成

年人”      

　　胡玲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民一庭副庭长

　　对话人

　　本报记者 范天娇

　　24.

　　记者：“您讲述的孩子沉溺手机

冲动跳楼、父母离婚一案，令人唏嘘。”

　　胡玲：“此案中，孩子母亲闹离

婚，后经调解双方离婚，但孩子后

来不去上学，才是他们心中永远

的痛。

　　扔手机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

根稻草，是孩子跳楼的导火索而已。

真正导致孩子想自杀的是家长简单

粗暴的教育方式，是长期对孩子感

受和需求的无视，是不良的亲子关

系，导致孩子极度缺乏存在感、归属

感和价值感，对父母、家庭、对世界

都深深地绝望，生无可恋。遗憾的

是，孩子用命都无法唤醒这些沉睡、

麻木的成年人，促使他们自省和成

长，自杀是一个孩子对成人社会最

后的控诉和抗争，反被我们这些成

年人指责为脆弱、不孝、不懂事。

　　2021年1月，家庭教育促进法正

式实施，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员负责实施家庭教

育，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

导、支持和服务。

　　在上述这起离婚案件中，我们

向其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

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切实履行监

督职责，引导未成年子女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开启青少年模式的

账号将无法充值打赏”

　　杜舟

　　抖音青少年模式产品经理

　　对话人

　　本报记者 蒋起东

　　25.

　　记者：“2019年，国家网信办指

导多家短视频平台试点上线青少年

防沉迷系统，自此‘青少年模式’应

运而生，现已成为众多短视频平台

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必备功能，也

成为众多家长引导孩子健康上网的

重要手段。青少年模式会被未成年

人破解吗？”

　　杜舟：“我们对青少年模式设置

了退出漏洞防范机制，一旦账号已

在青少年模式状态下，想要通过卸

载重装、换个手机登录等手段都会

被强制进入青少年模式。”

　　26.

　　记者：“近年来，未成年人在线

上巨额充值、直播打赏的新闻屡见

报端，抖音怎样限制青少年在平台

消费、直播打赏？”

　　杜舟：“所有用户在抖音开播

均需要实名认证，根据规则，未成

年用户无法发起直播。同时，实名

认证的未成年用户账号或开启青

少年模式的账号无法充值打赏。直

播期间，系统如检测到某打赏账号

疑似是未成年人，将立即对账号弹

窗并要求实名认证，用户拒绝认证

或认证为未成年人后，消费将被系

统拦截，该账号也禁止在我们平台

充值。”

　　27.

　　记者：“很多孩子不喜欢青少

年模式，就是觉得里面的内容‘低

幼’，没有吸引力。抖音怎样满足

青少年对短视频内容的需求，让

孩子们既喜欢用，又能真正学到

知识？”

　　杜舟：“青少年模式下的视频均

由平台精选，用户设置不同年龄，系

统就会匹配适龄内容。家长可以通

过设置孩子年龄，获得适龄的泛知

识、重教育、轻娱乐内容推荐，如自

然科普、绘画手工、国学诗词的知识

类内容，数学逻辑、英语启蒙、拼音

识字等学科通识教育视频，更有寓

教于乐的动画片、纪录片。我们青

少年模式在推荐页面外新增了‘发

现’频道，提供体系化的知识，同时

还推出了安全搜索功能，满足青少

年定向获取感兴趣内容的需求。‘发

现’频道还推出了合集功能，将孩子

感兴趣的内容更加结构化呈现，让

孩子不仅仅是碎片化地接收信息，

而是能针对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深度

学习。”

听孩子说

这不是“狼来了”

为什么离不开它

看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