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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 严勇杰

班主任，一个平凡的岗
位，却是孩子和班级的核心，
更是连接家庭和学校的纽带。
班主任的态度，一定意义上决
定了孩子和家长的态度。在这
个版块，请看班主任怎么诠释
他们的“权力”。

孩子沉迷刷抖音
看这位班主任

抖音、快手、视频号
……刷得停不下来的，不
光是成年人，还有学生。

搞笑的剧情、神奇的
变装、美食分享，这些不
到一分钟的短视频带来
的欢乐和新奇，让人不知
不觉沉醉其中。自制力较
弱的学生拿起手机很容
易沉迷。如何和抖音等短
视频博弈，让学生从短暂
的虚拟沉醉中拔出来，是
家长和老师共同面对的
问题。本期我们请来奉化
区龙津实验学校教师董
露盼，看看她是怎么和短
视频“作战”，重新夺回学
生的时间。

如何帮她夺回时间

班主任说
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孩子们沉迷在新的事物中，面对

孩子的改变，老师不应该停留在自己的时代里，也不应该粗暴

地一刀切。信息化铺天盖地而来，孩子们是无法避免这一波大

浪潮的，而我们的教育需要做的，是顺着浪潮而行，帮助孩子们

在这样的大浪中寻找到合适的支点，让他们有能力爬上属于这

个时代的冲浪板，在未来的时代中搏击长空！

我的行动
和老师来场挑战
把娱乐变成学习

我通过跟小美的沟通，打开她的心防，和她互相关
注了抖音号，让她大胆分享短视频内容。我发现，小美的
短视频内容主要集中在吃播、趣味变脸、小学生自拍、舞
蹈等。原来她是个爱表演的孩子。

小美也知道抖音占据了大量时间，影响生活和学
习，但是一时半会难以戒除，于是我就顺势提议和老师
来一次挑战：“老师看你喜欢表演，能不能像抖音里的网
红一样，尝试变成一个编剧或者演员？”

小美一听我不反对她看抖音，开心得不得了。我就
与她立下了契约，希望她是一个能够说到做到的孩子。

刷抖音约法三章
把平台变成学习工具

我制定的契约包括三个任务：每次刷抖音至少有一
个视频时长为2分钟以上，每次刷抖音至少有两个视频
需要点击“不感兴趣”，每次刷抖音至少关注1-2个你认
为非常值得学习的UP主。

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含量低的视频一般在30秒左
右，而2分钟左右的视频往往是知识分享居多，完整看
完此类视频会增加抖音的推送方向几率。同时，避免抖
音大面积高密度推送同质内容，多个“不感兴趣”的操作
可以强化孩子的自律能力，改变抖音的推送。

制定任务前我和小美家长做了充分的沟通并得到
了支持，小美刷抖音不阻拦，但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并需
要家长陪同完成三个任务转发分享，这样我就能看到小
美分享的内容。前期我几乎每周都要三到四天去跟踪她
的抖音内容，以保证这个环节有效开展。我设定以周为
单位对小美分享的视频内容进行关注点评。作为老师，
我会对好的视频进行表扬和引导，对搞笑的视频表达理
解和鼓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她分享的视频越来越专
业，知识点也越来越密集。

改变推送内容
娱乐信息大大降低

经过一段时间的任务打卡，小美妈妈表示孩子刷抖
音的时间变少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于学习的惰
性心理会体现在浅表学习的环节，这是对人性的考验，
多数人群在面对专业性的学习时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
放弃。

当学生的抖音里不再是一个个30秒的无脑视频，
而是大量2分钟以上的专业知识分享的时候，每次详细
听完这些内容就非常折磨人。抖音对于她来说不再是一
个有诱惑力的APP，而是看着像一本英汉大辞典，最关
键的是因为抖音的大数据机制，导致她想要寻找那些曾
经的搞笑短视频也变得困难。面对着满屏幕的专业知识
分享，小美刷抖音的几率大大降低。

适时搭建平台
助她放下手机沉浸课堂

当她的抖音内容多为知识分享时，我适时搭建平
台，让她成就自己的编剧梦。

机会来了，学校需要拍摄一个网络安全方面的微视
频，我就让她做编剧，剧情参考了抖音的短剧，稿子改了
五六遍。小美从一开始的娱乐消遣慢慢变成深度学习，
再到写剧本知识“变现”，一步步转换，把小美从虚拟世
界中拉回到现实。

小美也越来越关注学校开展的各种活动，认识到学
校教育的重要性。编剧词不达意自己越写越烦躁，凸显
了语文的重要性；运用摄影剪辑软件拍视频，科学很重
要；道具制作、构图取景，美术很重要……小美终于放下
手机，沉浸在课堂上。

她的故事
早上睁开眼
第一件事情是摸手机

小美是四年级学生，这个小姑娘
课间很活跃，搞笑的表情和段子一个
接着一个，可是上课时常走神，作业
也潦草应付，还时不时以头疼、身体
不舒服为理由请假回家。

我找到了小美妈妈，小美妈妈说
孩子让她“欲哭无泪”。

据小美妈妈介绍，小美的作息是
这样的，早上一睁开眼睛，先去摸手
机，然后赶紧刷最新的短视频，在床
上咯咯笑着看上半个小时。洗脸、刷
牙、上厕所，抖音也要随时放着。用她
的话说就是“需要来自抖音的力量”。

“请假回家也是在玩手机，刷抖
音。”小美妈妈说，抖音不刷够不写作
业，一旦家长干涉阻止，小美就扬言

“离家出走”。

探寻源头
亲子矛盾升级
她把抖音当避风港

作为班主任，当我接手这个孩子
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询问妈妈在这
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多孩子沉迷
某个事物，往往因为家长的纵容和溺
爱。

但我家访之后发现，小美妈妈也
曾试着沟通教育甚至动手惩罚，可是
孩子的反应一次比一次剧烈，最严重
的一次是小美抱着手机跑出家门，家
长找了很久才在小区角落里找到她。
因为这件事情，妈妈无奈只能放弃管
束。

而在此之前，小美并不是这样，她
曾经优秀过，也当过副班长。可沉迷
抖音后，她渐渐把学业和荣誉抛在脑
后，又因为抖音与妈妈的矛盾升级，
激发了她的叛逆心理。家长越是管
教，她就越想看。

我的分析
短视频霸占学生
原因主要有三

短视频之所以会霸占学生时间，
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可获得的平台
很便捷；第二，短平快的内容特点；第
三，学生业余兴趣的缺失。平台和内
容是外因，单纯去“堵”不是解决沉迷
的最优解，我决定从其他方面入手。

陶行知说过：“教育应该顺势而
为，以学生体验为导向才是良好的教
育手段。”我希望顺导学生想用抖音
的心理，疏而不堵，层层递进，让学生
以参与任务链的研究性学习来帮她
走出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