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手机不离身、使用时间很长，不知道他在用手机干什么。”对于孩子的手机

使用，家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担忧。青少年较早接触网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趋

势，孩子的手机使用和管理问题变成了家长的一大困扰。甚至有家长反映，为了让

孩子减少玩手机的频率，自己试图做好榜样，一看见孩子从房间出来自己赶紧放下

手机。久而久之，手机成为“管理家长”的工具，然而许多举措却对孩子毫无效果。

语文学习中，阅读十分重要，然而有时

学生想在家中提升一下语文阅读能力，却不

知如何下手。现代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

春霞推荐了一套陪伴学生进行文本细读的

好书,让阅读成为一件轻松的事儿。

《名篇悦读·激活语文学习力》
系列

吴钟铭 主编

本书以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为蓝本，从中选取

经典的、学生不易理解的名篇进行文本细读。全套

共五本，包括自然篇、叙事篇、怀人篇、哲理篇、古文

篇。每本书的内容包括“教材原文+文本细读”、音

频微课、阅读思维引导三个板块。“教材原文+文本

细读”板块包括课文原文和文本细读两部分，文本

细读以轻松、优美的解读语言使学生感悟文本语言

的意蕴，收获细读文本的经验、情绪和感受；阅读思

维引导板块设在篇章页，以此开篇，为学生提供阅

读思路的指引；音频微课板块侧重作品的背景介绍

和阅读方法提示，以二维码形式呈现，扫码可听，使

阅读更加“立体”。

推荐理由：
本书着眼于语文核心素养“文化自信、语言运用、

思维能力、审美创造”四个方面的培养要求，对教材经

典名篇进行文本细读，拉近学生与名篇的距离。全书

营造了无压力的阅读氛围，引导学生轻松阅读名篇，

使学生爱上阅读，提升阅读力，激活语文学习力。

责编/孙梦莹 版式/罗京京 热线热线//8283714682837146 邮箱邮箱/kaoshibao@bjeea./kaoshibao@bjeea.cncn

3 家校课堂2023年12月2日 星期六

教育笔谈教育笔谈

家教信箱家教信箱

答疑：孩子胆子小，对自己没信心，

对此家长要做反思，是否溺爱、娇惯，是

否大包大揽甚至独断专行。这个年龄

段的孩子已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家长应

鼓励孩子多接触朋友，放手让孩子独立

解决一些事情，遇到困难也不要包办，

而要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哪怕孩子

的解决方式达不到家长心中预期，也不

要责怪孩子，否则孩子会更加胆怯，缺

乏自信。孩子的自信和胆量都是在一

次次锻炼中不断增强的。

（本期答疑人：徐锡政 顺义区社
区教育中心）

疑问：孩子胆子太小，对自己没有

信心，怎么办？

孩子使用手机的四种需求

家长首先要看到孩子的需

求，理解孩子为什么会依赖手

机，在看到和理解的基础上再

谈沟通和策略才是有效的。家

长想要理解孩子，需要站在孩

子成长的环境和背景中，去看

他的行为表现和行为背后的

内在心理需求。那么，孩子需

要利用手机满足自己的哪些

需求呢？

1.社交需求：孩子们正处

于一个迫切需要和同伴进行交

流，找到归属感的年龄。很多

孩子通过手机微信、QQ 等聊

天工具进行社交活动。也有孩

子热衷于组团打游戏进行社

交，一起讨论一些属于同龄人

的话题。

2.认知需求：孩子处于一

个求知欲旺盛的阶段，他们需

要通过手机获取各种信息，满

足自己的好奇心和认知需求。

3.娱乐活动需求：打游戏、

刷短视频、听音乐……孩子们

需要通过这类方式来放松自

己，缓解学习压力。尤其是现

实生活中学习压力较大、又没

有可以放松的娱乐活动时，孩

子更会去网络世界中寻找。

4.学习需求：孩子在写作

业时，往往会遇到一些困难或

疑惑，会利用手机查找相关资

料、答案或者向同学请教。有

些孩子会利用手机进行学单

词打卡，或搜网课学习某部分

知识。

孩子手机成瘾？家长这样应对
北京市八一学校 钟佳燕 陈 颖

协助孩子管理手机的五种方法

看来，孩子对手机依赖只

是一个表象，其背后有很多不

易被觉察的复杂原因。那么，

身为家长，可以怎么去协助孩

子呢？

1.关注亲子关系
当孩子过度依赖手机时，

家长总是想方设法地去改变孩

子，其实最需要改变的是家长

和孩子的关系。随着青春期的

到来，亲子关系已经从权威指

导，逐渐变为通过关系影响。

孩子愿意听从家长建议、信任家

长教育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亲

子关系。如果家长的沟通和行

为以关注亲子关系为前提，用心

倾听、用心陪伴，孩子会从亲近

网络慢慢地走向亲近父母。

2.用替代取代禁止
心 理 学 上 有 个“ 禁 果 效

应”，指越是禁止的东西，人们

就越要想办法得到。孩子对手

机的态度也是如此：家长越强硬

禁止，孩子的反抗情绪就越强、

越渴望玩手机。家长如果一味

地禁止孩子玩手机，在孩子看

来，是专制和打压，是“只许州官

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根

本不觉得家长是在为自己好。

因此，家长要停止强制禁止的方

式，学会智慧地用其他活动去替

代。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带孩

子体验不同的事情，鼓励他们发

现兴趣，用兴趣活动代替玩手

机。当孩子从其他事情里也能

获得玩手机的感受时，自然就不

再对手机念念不忘了。

3.共商“屏幕时间”
在维持良好亲子关系的前

提下，家长可以和孩子商议签

订一份“手机使用合约”，里面

包括手机的所有权、平时如何

使用、如果违约了该怎么办、做

到了有什么“权益”等等。每一

条都由家长和孩子认真讨论，

达成共识后写进去，最后以合

约的形式进行确认，父母与孩

子都签字。这份合约可以张贴

在家中显眼的位置，帮助孩子

认真对待这件事。最重要的

是，当孩子违约的时候，他也能

比较服气地接受惩罚。

4.肯定积极一面
如果孩子说他控制不住玩

手机，家长是听到了“控制不

住”，还是“想控制”？家长要从

话语中听到孩子“想控制”的这

个部分，和孩子探讨需要父母

多大程度的帮助。比如，和孩

子探讨是否需要放在一个够不

着的地方，请父母帮忙监督；当

孩子成功自律时，是否需要给

予一些支持辅助孩子去犒劳自

己。家长需多看到孩子积极尝

试的一面，即使尝试没有成功，

也要及时肯定孩子的哪怕一点

点进步，帮助孩子激发内心中

更好的自己。家长要注意到对

于手机依赖难以自控的孩子，

内心依然有自我成长的渴望，

他们也希望自己的生活、学习

都能够越来越好。

5.接纳孩子的反复
有家长经常会头疼，明明

和孩子都协商好了，但孩子依

然做不到。渐渐地，家长会失

去对孩子的信任，一旦多指责

几句又容易引发亲子关系的紧

张。这时候，家长要以宽容的

心态看待此事。身为成人，我

们都经常会有明知要赶紧完成

任务，却依然忍不住玩手机的

时候，更何况孩子呢？在与手

机依赖斗争的过程中，孩子的

停滞不前和情绪反复是正常现

象。家长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宽

容 ，不 断 鼓 励 孩 子 去 重 新 面

对。逐渐地，孩子的反复就会

越来越少，状态也会往越来越

好的方向发展。

在孩子的手机使用和管理

中，家长要牢记主体始终是孩

子，家长的定位只是协助。把使

用和管理手机的压力和责任交

还给孩子自己，孩子才能在自律

的路上走得更远。同时，家长需

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关注和理解

孩子的需求，用爱、尊重和信任

来协助孩子处理手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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