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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8 年 全 国 未 成 年 人 互 联 网使
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 0 1 8年 7

月 3 1日，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 1 . 6 9

亿 ，未 成 年 人 的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达 到
93 . 7%，明显高于同期全国人口的互联
网普及率的5 7 . 7%。7 6 . 4%的未成年网
民 日 均 上 网时长 在 两 小时以 内 ，日 均
上 网 超 过 3 小时的 未 成 年 网 民 占 比 也
达到 1 3 . 2%。

社会和家庭如何帮助未成年人树
立 积 极 的 网 络 行 为 习 惯 ？如 何 保 护 未
成年人健康上网，安全上网？父母面对
孩子，如何解决媒介文化经验的冲突？
这些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关注。

今年暑假，在深圳举行了为期 5天
的腾讯“D N . A 计划”少年团网络素养
夏 令 营 ，通 过 解 决 1 9 个 家 庭 因 孩 子 过
度 上 网 导 致 家 庭 关 系 紧 张 的 现 实 问
题 ，再 次 引 发 了 大 家 对 未 成 年 人 健 康
使用网络的思考。

过度上网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8月 1 7日，在深圳青少年艺术培训
中心教室内，来自全国 1 0 个省份的 1 9

位 少 年 和 他 们 的 父 母 围 坐 在 一 起 ，共
同展示他们参加腾讯“D N . A 计划”少
年团网络素养夏令营的成果。

参加夏令营的 1 9 个孩子是从全国
几 百 位 报 名 者 中 挑 选 出 来 的 ，这 些 孩
子 有 的 来 自 一 二 线 城市，有 的 来 自 农
村留守家庭，年龄跨度从 1 1岁至 1 4岁不
等。他们都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因过
度使用 网 络 导 致 家 庭 关 系 紧 张 。家 长
希望通过这次夏令营解决这一难题。

“我常年在外工作，陪伴孩子的时
间少，内心觉得亏欠，就一直在物质上
满 足 孩 子 ，可是与 孩 子 的 关 系 却 日 渐
疏远。这两年，我们父子俩因为学习成
绩 下 降 、沉 迷 网 络 等 问 题 吵 得 不 可 开
交，几乎无法进行正常沟通。”来自湖
南衡阳的谭先生告诉记者。

“孩子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接触网络
游 戏 ，每 次 玩 半 个 小时。如 果 玩 超时
了，我就断电断网并且没收手机。”张
女士诉说了自己的相似困境，“但结果
是，孩子的情绪更加激烈，我的情绪也
变得不好，从一开始的指责到愤怒，到
后来甚至忍不住动手打孩子。”

尤同学则抱怨：“我妈妈有一个非

常 不 好 的 习 惯 ，未 经 我 的 同 意 就 擅 自
打开我的QQ空间和聊天记录翻看，还
不停盘问我，然后把我的QQ锁起来。”

寻找网络冲突的根源

对于天天黏在屏幕跟前的孩子，家
长 们 普 遍 表 现 出 担 忧 和 焦 虑 。调 查 显
示，1 4岁的儿童，曾因上网问题与父母
争论过的比例高达65%。这说明上网问
题已成为影响亲子关系的重要因素。

如何与新时代的“网络少年”们良
好相处，找到最好的相处之道，成了新
时代父母们的必修课。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认
为，在今天的家庭代际结构中，父母一
代和子女一代，刚好属于两种媒介文化
的转型、过渡阶段。从95后开始，新一代
青少年就完全成长在互联网环境当中，
0 5后则几乎完全在移动互联网的媒介
环境中成长，他们都是网络时代的原住
民，与在纸媒、广电体系下成长起来的
父母，属于完全不同的媒介文化环境。

“今天的家庭代际问题，与之前大
多数代 际 问 题 相 比 ，有 着 非 常 大 的 特
殊 性 ，很 多 问 题 是 由 于 媒 介 迭 代 效
应 ，与 家 庭 问 题 叠 加 而 产 生 的 ，不 能
简 单 地 用 过 去 的 家 庭 教 育 理 念 和 方
法 ，来 解 决 跨 媒 介视野 下 的 家 庭 代 际
关 系 。所 以 从 根 源 上 去 努 力 ，提 升 父
母 和 子 女 的 网 络 素 养 ，是 解 决 两 代
人 、两 种 媒 介 文 化 经 验 冲 突 的 一 种 重
要尝试。”孙佳山说。

针对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的媒介
文化经验冲突，本次夏令营为家长、孩
子 分 别 准 备 了 相 应 课 程 ，让 家 长 认识
到 ，家 庭 环 境 对 孩 子使用 网 络 会 产 生
重 要 影 响 ，拓 展 了 家 长 对 网 络 的 价 值
观认识。同时，也引导青少年树立个人
成长目标，学习利用网络去提升自己。
随 后 的 亲 子 课 程 中 ，家 长 和 孩 子 都 打
开了心扉，进入到互相理解的阶段。

以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正在
努力升级和完善自身的未成年人保护
体系。据了解，截至8月，腾讯游戏内的
健康系统已覆盖了其端游和手游共计
9 7 . 3 % 的活跃用户，包括《王者荣耀》
《和平精英》在内的几乎全部移动游戏
都已完成接入。未来，腾讯还计划完成
健 康 系 统 对 全 部 游 戏 的 覆 盖 。这 意 味

着 ，如 果 有 游 戏 因 技术等 原 因 无 法 接
入健康系统，会被停运和下架。

要像培养文学、艺术素养

那样培养孩子的网络素养

通过这次夏令营，1 9个家庭都分别
制定了自家的“家庭网络使用约定”。
记者看到，这 1 9张手写的约定，绝大部
分是由孩子写成的，在八开白纸上，密
密麻麻地写满了稚嫩而真诚的话语。

在“家庭网络使用约定”制定之前，
夏令营的老师们为孩子和家长提供了5

个基础原则，对使用网络的时间、地点、
内容、设备等作出具体规定，在此基础
上，很多孩子和妈妈还对规则进行了细
化。

多位家长表示，原来最大的问题在
于 只 有 针 对 孩 子 的 规 则 ，而 没 有 给 家
长的规则。现在制定的“家庭网络使用
约定”都有具体且容易操作的要求，原
来的“孩子守则”变成了真正的“家庭
守则”。

阳光朋辈项目负责人陈娜说：“这
些约定都是在家长和孩子充分商量下

共同制定的。事实上，真正起作用的并
不是规 则 本 身 ，而是那 些 得 到 修 复 的
关系在发挥作用。有了这样的基础，之
后他们再遇到问题就容易处理了。”

有了理解和规则，原来亲子关系剑
拔弩张的 1 9个家庭变得和睦了许多。

谭先生说：“从来没有亲密动作的
儿 子 开始和 我 勾 肩 搭 背 ，并 且 把 心 里
的小秘密告诉了我。”刘女士说：“当我
和 孩 子 发 生 矛 盾 的时候 ，我 能 心 平 气
和地跟孩子沟通了。”孩子们也都纷纷
表示，父母开始理解网游，也学会了倾
听。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青少年问题
研 究室副 主 任 田 丰 认 为 ，从 这 次 夏 令
营 的 调 研 和 访 谈 看 ，家 长 们 普 遍 在 家
庭网络素养的教育和引导上存在很大

缺失。网络时代，家长要像培养文学素
养 、艺术素 养 那 样 充 分 重视从 小 培 养
孩子的网络素养。一方面，要培养孩子
适应新时代的网络技能；另一方面，也
要 及时学 习 网 络 安 全 的 知识和 法 规 ，
让孩子免受网上的不良影响和侵害。

(王晓樱 吴春燕)
来源：光明日报

上好新的“必修课”
家长与孩子共同提升网络素养

王小明今年8岁。玩游戏是小孩子
的天性，每次在激烈的竞争后，总是
有人赢也有人输，当然是几家欢乐几
家愁，可是王小明每一次输了后就一
定要大哭大闹，让整个班上原本欢欣
的气氛瞬间冻结。每位教过他的老师
都对他面对挫败的态度非常头痛，并
多次向我这个班主任诉苦。

为此，我想起了美国著名心理学
家马丁·塞利格曼的一句话：“孩子要
想成功，必须要学会接受失败、感觉
痛苦，然后不断努力直到成功到来，
每一个过程都不能回避。失败和痛苦
是构成终于成功和喜悦的最基本元
素。”同时，我也想起了日本那个最有
名的家喻户晓的“阿信”。阿信年轻时
因 为 家 庭 贫 困 ，所 以 体 验 了 人 情 冷
暖，接受了许多严重的挫折，让她对
于老年事业成功深怀感恩、获得了更
多的喜悦。由此，我感悟到童年的逆
境有助于孩子们适应环境和挫折后的
成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以及
教育工作者们应该灌输他们学会自己
解决面前的困难与挫折，并要在日常
生活中培养自卫能力和自强精神的能
力。

为了改善王小明的“游戏失败症
候群”，我用了许多方法，其中两种方
法效果不错，可供各位教育工作者以
及家长参考。

( 一 ) 减 低失败 后 的 羞 愧 与 不 安
感：有时游戏会故意设计让他输，马
上告诉他：“虽然你输了，但是你没有
太大的损失啊！手没断、脚也OK，下一
次再认真地试试看嘛！”或者“输了也
没什么嘛！我们还是爱你的。”“输了
不 代 表 你 笨 喔 ，只是他 们 努 力 比 较
多 ，又 或 许是他 们 运 气 比 较 好 ！”等
等。当然我也让王小明看到我们在他
游戏输了之后的态度，坦然平和地接
受挫折，面对现实，下一次游戏要更
专心。

(二 )强调游戏的目的和激发自信：每一个游戏都有它深层的意
义，教导孩子们全力以赴地面对挑战，赢了不可以骄傲，输了也不代
表一辈子失败。“请大家为赢的人鼓掌一下，但是只要高兴一秒钟就
好。输的人也请起立，接受大家的鼓掌，这一次虽然输了，但是下一次
可不一定喔！加油！”

好胜心的培养，需要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激发孩子们的自尊与自
信；对孩子多正面鼓励，使孩子经常感受到自己的成功，可以体会成
功的喜悦；放手让孩子参加能力所及的活动，允许孩子有广泛探索的
自由。

孩子必须能够接受失败，否则无法养成持之以恒的性格。
经过一个学期的“挫折教育”，王小明已不再失败后哭闹，他自

己会拍拍自己的胸膛
说 ：“ 没 关 系 对 不 对 ，
下 一 次 我 要 更 努
力 。”他 可 以 勇 敢 面
对将来人生中大大小
小 的 挫 折 而 不 失 斗
志 ，积 极 面 对 生 命 中
的 每 一 个 挑 战 ，您 可
以 说“ 挫 折 教 育 ”不
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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