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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禁止带入课
堂”“重点关注沉溺手机
网络等情况……”近日，
宁波出台《关于加强全
市中小学“五项管理”工
作的通知》，其中涉及手
机使用问题，再次出台
禁令划“红线”，很多老
师、家长对此表示肯定。
这件事，从表面看是“管
理手机”，实际上是对未
成年人心理、行为、习惯
的正向引导。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手机并非“洪水猛兽”
疏堵结合才能让学生远离“游戏瘾”

五“ 项管理”来了·手机

探索和试行
宁波不少学校出台管理措施

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迫在眉睫。今年初，教
育部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
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相继提出工作要求。这
次通知，再次强调手机禁入课堂，同时对家长、老
师、学校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进行指导说明。

其实，宁波不少学校早早出台学生手机管理
相关措施。在鄞州区潘火实验中学，有个绿卡学子
评选制度。只要是自律能力较强、在校表现较好的
学生，可以根据其表现程度依次佩戴颜色不一的
胸章。特别是拿到绿卡的学生，在携带和使用通讯
工具方面，有着更多的自由。“学生可以佩戴电话
手表，采取入校关机、离校开机、自己保管。当然，
这些通讯工具是严禁带入课堂的。”潘火实验中学
校长颜军岳表示。

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引入“电子学生
证”。这个电子学生证具有通话功能，能够储存三
个亲人的电话，并能够省内定位。余姚市职业技术
学校所有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须经学生家长同意，
进校后手机交由老师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这学期起，惠贞书院将学校管理手机的规章制
度，以告家长书的形式发到每一个家长的手上，提
倡家长在家中和孩子进行手机使用时间的协商，自
觉设定手机使用时间，让孩子减少游戏时间，拒绝
短视频等没有营养、极其容易消耗时间的软件。碰
到学生因特殊原因需要带通讯工具，如老年机、电
话手表等非智能手机，进入校园需由监护人填写申
请表，经批准后方可带入校园。手机关机后统一放
置在教室内的“手机保管箱”。

手机“无罪”
关键在于学生能否自律

手机管理作为老生常谈的话题，很长一段时
间工作开展并不容易。究其原因，采访中一些老师
直言，学生内心的抵触心理是关键性因素，部分家
长因害怕孩子有逆反心理不愿意配合，渐渐形成

“恶性循环”。
上个月底，浙江五地德育特级、正高级教师齐

聚宁波七中，开展“合理使用手机”主题教育研讨
活动。五位特级、正高级教师认为，如何提升学生
自律水平值得所有一线班主任和德育工作者进一
步思考和探讨。

其中，正高级教师、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宁
波市名校长吴建岳说，手机是“无罪”的，关键在于
人是否自律，问题在人身上，教师应该要做的是教
会学生如何合理使用。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宁
波市镇海区龙赛中学校长厉佳旭也表示，在现实中
确实存在不少因为手机而导致的异化现象，部分学
生将手机视为“生命”，沉溺于手机，无法区别现实
世界与虚拟世界，需要老师、家长更多的引导。

“关于手机上瘾，使用只是表象，更要关注其
背后的心理需求。”祝如红和罗锋敏两位老师从心
理层面分析，孩子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比
如需要人际关系，需要高品质的亲子关系，需要信
任感、价值感、成就感等。如果这些在现实中很难
获得，那么就会容易转向手机从虚拟世界中获得。

罗锋敏老师建议，防止孩子沉迷手机，关键不
是决定几岁给他手机，而是教会孩子，如何防止对
无意义事物的沉迷。家长需要多和孩子讨论电子
产品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才
是适当的。需要先让孩子知道使用手机的责任和
使用的规范，然后才来思考要不要给手机。“禁手
机”并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端正心态和行为习惯才
是根本。

此外，还有家长呼吁：“最近一些学校附近小卖
部开始每天2元、5元的价格将手机出租给中小学
生，有的店里还能直接花50元、100元买到一部智
能手机。商家的这种方式，相当于变相地助推学生沉
迷手机，希望这件事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亟待关注
不少“10后”已是“资深网民”

现在，很多家长给孩子配手机，初衷是
为了方便上下学接送、了解孩子在校学习
状况等。但手机到了孩子手上，可能就变了
味。

“打电话、与父母联系这些事情依然会
做，但不是主要目的，更多时候用手机打游
戏、刷短视频、追剧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余姚市东风小学教育集团心理健康教
育负责人祝如红说。

她提到，一些家长在认识上有误区，觉
得孩子年纪小，玩手机不会那么快上瘾。为
了让孩子听话，他们以手机上打游戏或刷
短视频作为学习奖励，或者为了孩子不烦
扰到自己，干脆给手机让孩子自己玩，结果
孩子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祝老师，我太后悔了，儿子打手机游
戏已经上瘾，半夜拿走我们的手机玩，学习
成绩一落千丈，怎么办啊？”一位初中家长
就曾来求助。

原来，这位家长的孩子在读小学五六
年级时，常常以写完作业放松一下为由，要
求玩手机游戏，从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起初
家长没引起重视，后来上初中后孩子“手
机瘾”越来越大，时时刻刻都想玩手机，收
走手机后还想方设法拿爸妈、姐姐的手机
玩，不让玩还会激烈反抗，甚至“扬言”不去
上学。

宁波市东恩中学心理老师罗锋敏对本
校学生使用手机情况做过一个专门的数据

分析。通过抽样调查发现，
98.2%的学生初一时拥有自己
的手机，40.32%的学生每天使
用手机（在家）1—2小时，主要是
用来聊天、打游戏、刷视频等。调
查中，超八成的学生认为“没有
手机，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
接近半数的学生表示一天不玩
手机会很无聊。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网民
“首次触网年龄”明显提前，不少
05后、10后已经是“资深网民”了，
由此出现许多新现象，亟待关注
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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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七中学生分享了对
手机的看法。

▼宁波七中老师以手机为
主题开展主题班会。

通讯员 张文彬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