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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络沉迷说“不”
“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学习生活都或多或少地与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青少年作为一
个特殊的群体，尤其是中小学生，因为好奇心强，自制力差等因素，很容易沉迷于网络。
暑假即将来临，防止少年儿童沉迷网络，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营造一个安全健康文
明的网络环境至关重要。
本期“班主任驿站”一起走进肥东县古河路小学和天长市广陵小学，看看两校班主任是如果
做的。

肥东县古河路小学
对上网成瘾坚决说“不”
□二（1）班班主任  鲍  梅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学习，同学们都十分期待假期的到来。假期是休整、赋能的一个时期，
对有的学生来说是巩固和提高的绝佳时期，但另一些学生可能变得自由、散漫，没有学习目
标，又受到一些不良影响，容易在假期上网成瘾。沉迷网络，既荒废了时间，又不利于身心
健康发展。所以，我们对上网成瘾要坚决说“不”！
如何预防学生假期上网成瘾？首先，我们要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为什么假期会上网？一是
因为有的家长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孩子；二是暑假同学们的活动方式过于单一，缺少玩伴；
三是受到周围不良环境的影响等等。
针对上述原因，我们教师和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懂得上网的利与弊，不能一味地打压限制，要
和他们讲道理，让他们自己意识到对网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其次，鼓励家长假期多陪
孩子，多一些亲子活动；带着孩子出去旅游，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和孩子一起阅读体味人
生。再者，教师和家长要引导孩子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让他在真实世界里尽情地展示自
己！
时代在发展，学生们在教育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我们的教育要多些耐
心，多些鼓励。教师和家长应该给他们做出表率，这个暑假，我们一起，向网络成瘾坚决说
“不”！

多陪伴 少沉迷
□二（4）班班主任  张  云
网络是一个资料库，如果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向它请教；当你觉得无聊时，能上网玩游戏、
看电影……
但是，网络也有许多坏处，会把人推进无底深渊。有的人整天跟网络打交道，眼睛受不了，
结果导致近视甚至失明；有的人沉迷于网络，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尤其是中小学生，因为好奇心强，自制力差等因素，很容易沉
迷于网络。父母要想让孩子远离网络游戏，就必须花时间陪伴孩子，和孩子一起建立健康的
生活方式。暑假即将来临，防止少年儿童沉迷网络，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营造一个
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至关重要。
一、和孩子一起培养全家人共同的兴趣爱好。有的时候，我们会对某些东西有天然的兴趣。
但有的时候，为了我们的爱人、孩子，我们可以培养自己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兴趣。作为父
母，当我们有某些突出的兴趣的时候，我们更可以培养孩子去体验。
二、让孩子在大自然中寻求知识和乐趣。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宝库，大自然中蕴含着无穷
无尽的智慧。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孩子能够定期到大自然中走走，不仅能够呼吸新鲜空气，还
能够学习到无穷的知识。
三、运动帮助塑造健康的身心。很多时候，孩子沉溺于网络游戏，是在释放他们无穷的精力
和获得成就感。运动不仅让他们把身体中的能量释放出去，还能帮助他们更专注于自己的学
习。他们累了，就自然不会想到在电脑游戏中打发时间。
四、不忘亲子共读的美好时光。当孩子听着父母的读书声，入迷地看着图画的时候，他早就
被书中的故事吸引啦！更吸引他的，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温暖、亲密和美好。

网络护苗 我们在行动
□四（9）班班主任  吴跃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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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世界是网络的世界，网络资源丰富，就像一个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由于
网络上有许多不良信息，加之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好奇心强、自制力差，容易沉迷于网络。
为了更好地利用网络，不沉迷网络，我是这样做的：
一是加强思想教育。让学生认识到使用网络有利有弊，要让学生知道网络不良信息会给我们
带来危害。因为小学生年龄小，辨别能力差，作为班主任，我就把一些网络上的不良信息列
举出来，用身边沉迷网络的真实案例教育学生与网络沉迷说不。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后，在
使用网络时，学生就有戒备之心，不再对不良信息产生好奇心，不会去点击浏览这类网站信
息，从源头上避免沉迷网络。
二是与家长沟通交流，共同教育。小学生使用网络更多的时间是在家庭，家长的教育和做法
尤为重要。让家长做好榜样，不当着孩子的面玩游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在使用频率
最高的是利用手机上网，孩子在使用手机时，家长尽量全程陪伴。另外，家长应该把手机上
的一些APP设置为青少年模式。
远离网络沉迷，最重要的是在于预防。所以一定不能放任孩子去玩游戏。我认为网络游戏从
小就不要让孩子去碰，可以做亲子游戏来丰富孩子的生活。孩子在学习中遇到不懂的问题，
需要上网查资料，我都是让家长们利用手机和孩子一起查阅，要知道，孩子毕竟自制力差。
在他们小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引导、监督，就像小树苗一样，经不住风雨，需要呵护，等他
们长大了，就自然能独立面对风和雨。
暑假即将来临，让我们家校携起手来，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营造一个安全、健康、
文明的网络环境。

天长市广陵小学
“动”起来 预防网络沉迷
□四（4）班班主任  郭金凤
要让孩子放下手机，远离网络，首先应该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他们的生活丰富起来。我
们班每年寒暑假都会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同学们走进社区进行普法宣
传，走进市规划展示馆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到敬老院开展爱老敬
老活动等等。这些活动丰富了大家的假期生活，减少了同学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同时让他
们接触社会、体验生活，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也培养了社会责任感。
其次，家长和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运动对孩子身心健康的重要作用。大量科学研究证明，坚
持运动能提升孩子的意志力和专注力，开发智力，调节不良情绪。预防网络沉迷，保护少年
儿童健康成长，学校和家庭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我通过家长会、微信群跟家长们分享“
运动疗法”预防网络沉迷的具体做法，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多进行户外体育运动、举行家庭运
动比赛，跟孩子互动交流，增进亲子感情，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就不会在虚拟的网络世
界寻找快乐和满足。
预防网络沉迷，主要在假期，在家庭。家长要从小发现、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如读书、绘
画、做手工等，引导孩子参加自己喜欢的各类社团活动，鼓励孩子参加才艺展示、文体竞赛
等活动，在此过程中学习与人交往，体验成功的乐趣，增强自信心。家长自己要做孩子的榜
样，不在孩子面前玩手机，合理安排孩子的网络使用时间，制订上网公约，严格监管电子设
备的使用情况。

机智地向互联网说“不”
□六（4）班班主任  管良玉
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当然，互联网在教学中的应用，更是为教育注
入了新的活力。网络的普及，带来种种好处的同时，也酿造了一个个因网络而引起的悲剧。
比如，有些学生长时间沉迷网络，导致视力下降；还有一些学生爱玩游戏，导致其无心学
习，身体素质堪忧；更有些观看网络直播，私自用父母的钱去打赏网络主播……那么作为班
主任，该如何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呢？
首先，学生应该意识到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待网络，要趋利避害，扬长避短。互联网的普
及，为我们的生活和学习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我们不能因此沉迷其中，而要正确地使用
网络，让网络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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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班主任，我会向学生们普及有关使用网络的利与弊的知识。每周班会课，我提前收集整
理相关材料，精心安排，通过一系列具体而生动的例子，让学生耳濡目染，体验网络技术带
来的便利与进步，同时也清醒地认识网络会给他们带来的种种诱惑与考验，避免误入人生歧
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伤人伤己。
其次，小学生自制力差，有时不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还需要家长和教师以身作则，形
成一个“家校生”三位一体的模式。一方面，学生是主体，在提高他们的认知和自我防范能
力的同时，班主任有责任和义务去建立家校之间的桥梁关系，以此来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
络。通过家长、教师的言传身教，使学生更多地意识到使用网络的利与弊。“身教重于言
教”，德高才能为师。家长和教师是学生最好的榜样，以身作则，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理智
地对待网络。

还孩子一片净土
□四（1）班班主任  赵玉梅
四年级学生大多十岁出头，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特别是网络游戏，对他们的诱惑力更大。
他们大多缺少自制力，沉迷网络游戏不能自拔。为了让学生在暑假期间合理利用网络，作为
班主任我会这样做：
一、培养正确的网络观
在“互联网+”时代，让孩子拒绝或远离网络是不可能的，那么就需要在日常学习生活中，
给他们树立一种观念——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网络可以让我们开阔眼界，提高认知水平。但
也会沾染网络游戏，以致沉迷网络游戏，甚至荒废学业。我会经常播放一些视频，让同学们
真切感受网络游戏带来的危害。每学期也开展两次“心中的净土——远离网络游戏”手抄报
活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抓好日常教育不断线。
二、树立学习的榜样
暑假期间时间相对宽松自由，同学们一旦“闲”下来就会出现懈怠散漫情况，这时候网络游
戏就慢慢成了闲暇时候的消遣方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放假前我会召开家长会，与
家长们达成共识：家长要与孩子一起制订假期计划，把假期安排得充实一点；家长要保管好
手机电脑，在孩子面前不玩手机，不与孩子讨论游戏。每天检查计划完成情况，及时给予表
扬。父母的行为会感染、熏陶孩子，父母才是孩子学习的榜样。
三、家校保持紧密的联系
虽然是暑假期间，但我仍会与每一位家长保持联系，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假期状态，为认真完
成假期计划的同学打气鼓励；与自控能力差的学生保持沟通，及时引导纠正。好习惯要坚
持，坚持的背后需要我们的督促，家校合力才能最出成效。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一个家庭的希望，网络安全教育应该持续贯穿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
段。还孩子头顶一片蓝天，还孩子心中一片净土，是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本版由吴琼、江炎魁综合整理

广陵小学教师开展主题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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