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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都喜欢探究新鲜事物，热
衷于追求各种新奇体验。在互联网技
术快速发展、海量影视作品随手可及
的现实之下，观看、议论乃至表演热播
的电影、电视剧，在青少年群体中并不
是什么新闻。但要明确的是，不是什
么影视作品都值得一睹为快，更不是
哪部网剧热播就应该“穷追不舍”。

也许有人从自身经验出发，认为
孩子看某些剧作没什么大不了，“我们
孩子学校老师给他们放这个电影，好
像也没啥影响，过段时间都忘了”。事
实却是，每个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是
不一样的，不能以个别孩子没有受到
影响作为评判依据。

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养成的关键
阶段，往往在模仿他人的过程中学习
知识、习得技能，积极的内容或行为示

范固然能助力他们成长，但消极的影
视作品也能给他们带来长久的负面影
响。对处于拔节孕穗期的青少年而
言，格外需要过一种积极健康的精神
生活，经营好自己的心灵空间。

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责任人，家
长一定要做好功课，增强责任意识。
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最好先了解孩子
所看的影视作品，觉得内容合适再让
孩子观看；观看时，最好和孩子一起，
这样好回答孩子的各种提问。随着孩
子逐渐长大，虽然其有了看影视作品
的权利与自由，父母仍不能掉以轻心，
要主动了解孩子近期看了什么，主动
了解孩子的所思所想。

父母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媒介素
养，使其学会判断影视作品的优劣，善
用媒介助力自我成长，才是家庭教育

之道。
各中小学也要多关注学生的追剧

文化，如果很多学生都热衷于探讨某
一本书、某一部电视剧或者某一部电
影，乃至有学生模仿其中的情节，教师
尤其是班主任要有所关注，进行必要
的价值观引导。对含有负面内容的剧
作，不妨大大方方拿到桌面上进行辩
论研讨，帮助学生正确看待艺术作品
的优劣以及潜藏在背后的价值倾向。

在当下影视作品尚未分级的现实
之下，青少年热衷什么、有着怎样的精
神生活和价值取向，不是一件小事，需
要教育者高度重视、密切关注、积极引
导，进而在优秀艺术作品的涵养之下养
成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
健康的生活情趣。唯此，新一代才能真
正成长成才，未来才值得期待与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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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紧贴当下生活，通过许多

教育故事，让父母知道人们习以为
常的教育行为，原来潜伏着错误；
许多被人们忽略的小事，正是教育
中最重要的良机。它让家长反思、
醒悟，使家长对教育子女茅塞顿
开。本书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
的家庭教育原则，使父母在教育孩
子的时候有章可循。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双减”工作
部署，严格监控各地线上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是否违规在国家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学生正常上课及休息时段
等限定时间内开班培训，教育部组织
专业团队迅速建立了线上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日常巡查制度，开展全面常
态巡查。截至目前，共连续不间断开

展了4次巡查，掌握了一批违规线索，
并建立了违规培训机构动态库，共涉
及全国 12个省份50余个培训机构。
目前，相关省份已责令培训机构进行
整改。

下一步，教育部将继续加大对线
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巡查力度，
对存在违规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建立

红黄牌处罚机制。对于在限定时间内
开班培训的，先予以提醒，对再次违规
的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亮黄牌警告，对
两次亮黄牌者亮红牌，并责令相关省
份予以关停。对于违规情形极为严重
的，直接亮红牌。请学生家长和社会
各方广泛参与监督，共同维护良好管
理秩序。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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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青少年追剧需要积极价值引导
■ 钟焦平

教育部：
建立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日常巡查制度

防止青少年沉迷网游 社会多方齐助力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网络游

戏满足了人们休闲娱乐的需要，但沉
迷其中却百害而无一利。网络成瘾无
异于“电子海洛因”，对青少年身体健
康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都带来很大的
危害，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顽症。

预防青少年沉迷网游的
迫切性

据《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
网民1.8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94.9%，上
网玩游戏的未成年网民比例62.5%，且
呈逐年上升趋势。可见未成年网民已
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游戏主力军。

校园里的“小眼镜”“小胖墩”越来
越多，已经成为了影响我国青少年健

康的重点突出问题。据悉，2019年到
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儿
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为 52.7%，同
2019年相比上升2.5个百分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近2亿名中
小学生迎来史无前例的在线教育。宅
在家里上网课、写作业、打游戏等已成
很多青少年生活的常态。

“玩游戏玩得吃饭都叫不动”“不
盯着他，他就玩”“一动不动，一坐就是
一天”，诸如此类的现象层出不穷。

沉迷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
影响

沉迷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负面
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青少年生理方面的影响。
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除了耗费

大量时间，有的还伴随有吸烟、饮酒、
作息无规律等不良习惯。长期作息无
规律会导致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体
内激素水平失衡，免疫功能降低，继而
睡眠质量、食欲、体质均下降，精神萎
靡不振，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除此
之外，长时间玩网络游戏，思维模式单
一固化，也会降低人的智力水平。

其次是对青少年生活、心理层面
的影响。

沉迷网络游戏，除了影响青少年
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之外，还容易导致
他们混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虚
拟世界里，玩家们的游戏行为基本都
是虚拟行为，他们不顾及虚拟行为所

带来的后果。这种虚拟行为，把人性
本能深处潜在的占有欲、报复心等丑
恶面，都调动了起来，对青少年玩家的
人格产生直接的影响。

以暴力、血腥或色情为特点的网
络游戏对青少年心理产生的负面影
响极大。有专家认为，一些沉溺于网
络游戏的青少年，会由于不能实现其
在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角色转换，
从而造成现实生活中思想和行为的
错位。在现实世界中青少年很容易
出现情绪波动、注意力下降、以自我
为中心的情况。长期处于虚拟世界
的他们，在生活中时常会感觉角色难
以调适，有的倾向于抑郁、敏感、退
缩、自卑以及缺乏社交勇气，有的倾
向于焦虑、急躁、叛逆、暴力，少数严
重的，时常有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想
法以及越轨行为。

共筑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
“防火墙”

针对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青少年
沉迷网络游戏问题，教育部与有关部
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预
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围绕如何做
好预防工作系统性提出了有关措施。

预防青少年沉迷网游的有效途
径，首先是要引导网络游戏企业开发
导向正确、内涵丰富、种类多样、寓教
于乐的网络游戏产品，确保内容优质、
健康、干净。为落实防沉迷网游的要

求，《通知》强调，所有网络游戏实行实
名制注册；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
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网络游戏企
业才可向中小学生提供1小时网络游
戏服务。

其次，学校要严控手机入校，营
造良好学习氛围。针对电子产品，学
校要加强统一管理，严禁带入课堂；
加强对学生的网络素养宣传教育，引
导中小学生正确认识、科学对待、合
理使用网络。

除此之外，还要做好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作为家长，要发挥榜样示范
作用，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多参加家务
劳动、户外劳动、体育锻炼，积极帮助
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学校、家庭
只有合力打造预防“网瘾”阵线，才能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晴空。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