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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家长愁得眉头紧锁

孩子，手机不该是你的唯一伙伴
本报见习记者 郭秩铭

近些年，汹涌的“数字浪潮”
席卷全世界。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走入千家万户，在给人们生活
带来乐趣和便捷的同时，也逐渐
显现弊端。

《人民日报》报道称，全国九
成以上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其
中 10 岁以下未成年人“触网”超
过六成，全国约 1 亿名未成年人
使用手机上网……这已经是摆在
教育面前不容忽视的问题，更是
不少家长的烦恼。近日，记者走
访了一些家长和有关专家，共同
出谋划策，帮孩子走出“电子围
城”，还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

“孩子和成年人一样，都有心理需
求。如果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
便会通过其他渠道寻找。”洛阳心理咨询
研究会秘书长、心理咨询专家丁天赞认
为，低龄儿童沉溺网络和电子产品的最根
本原因是关爱和交流的需求没有得到满
足。

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傅
华颖赞同这一观点。她说，现在不少孩子
都住在商业小区，家长工作忙，无暇陪伴
孩子，又怕孩子遇到危险，不愿意让孩子
出去玩。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些年龄较小
的孩子只能从操作简单、娱乐内容丰富的
手机和平板电脑中寻找快乐，有些家长也
乐于用这种方法约束孩子。

“我们小的时候住大院，虽然没有手
机、电脑，但是每天和同龄人一起玩，那是
幸福、快乐的童年，现在的孩子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孤独感。”傅华颖说。

李青青说，孩子10岁以后开始寻求他
人对自己的尊重，而很多家长并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以为让孩子拥有手机、平板电
脑等娱乐工具就能安抚孩子，殊不知这将
拉大家长与孩子之间的距离，更会使孩子
因为孤独而陷入“电子围城”。

家住西工区的何鹏今年32岁，80后的他像许多年轻
人一样对电子产品很感兴趣，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在他的生
活中必不可少。可是最近，这些心爱的电子产品给他带来
了烦恼。

“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已经把我的手机和平板电脑里
的游戏玩得非常熟了。”何鹏说，“起初我和妻子还很高兴，
觉得儿子很聪明，可时间长了，渐渐发现不对劲。”

何鹏说，平时儿子爱跑爱闹，可只要一拿起手机或平板
电脑，就会变得安静。为此，他还一度在家工作时或带儿子
参加聚会时，故意把手机和平板电脑给儿子玩，让儿子不要
干扰自己。

“可没过多久，我发现儿子已经离不开这些电子产品
了。”何鹏说，“以前在我休息时，儿子很喜欢拉着我一起玩，
可现在他只会缠着我要手机和平板电脑。”

此时，何鹏才明白，儿子已经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产
生了依赖性。“放任他玩，肯定对他的成长不好；不给他玩，
又经不住他哭闹。”看到儿子沉浸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中不能
自拔，何鹏和妻子忧心忡忡。

其实，还有许多家长与何鹏一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近
日，有媒体报道，武汉一个2岁半的男童玩了1年的平板电
脑，视力急剧下降，成了500度的近视眼；英国一个4岁女
童因玩平板电脑成瘾，成为英国已知年龄最小的平板电脑
成瘾症患者。

记者从我市多所中小学了解到，网络已经成为学校教
学活动的一部分。为了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对具有一定电
脑操作能力的中学生，一些老师开始布置自由度较高的作
业，让学生通过网络查找资料完成；一些小学老师在举办主
题班会前，让学生在家长的协助下，从网络上收集材料，学
生接触网络的机会越来越多。

“目前，我市不少小学生都有自己的手机。”西工区第二
实验小学校长孙新有说，在几年前，学校还有禁止学生带手
机的规定，由于多种原因，这条规定也逐渐被废除。目前，
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1年级至6年级均有学生带手机，其
中高年级学生居多。

孙新有说：“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家长经常因工作繁忙
不能按时到校接孩子，许多家长想通过手机与孩子随时联
系。为了学生的安全着想，我们建议学生尽量不带手机，但
也并未对其进行干涉。”

同样的原因，市实验小学也没有禁止学生带手机。市
实验小学校长李青青说：“孩子们使用的手机基本上都是家
长用过的，一些家长频繁更换手机，会将一些智能手机淘汰
给孩子，有的家长买了iPhone5，就把iPhone4给孩子用。”

为了避免手机干扰学生学习，实验小学规定学生带手
机在学校里必须关机，而在校外，让不让孩子带手机也成为
家长纠结的问题。

“在和一些家长沟通时我们得知，很多小学生已经开始
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而渐渐淡化了与家长的交流。”
李青青说，一方面，我们和家长都认为应该让孩子接触网
络、电子产品，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许多家长
眼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已经和网络游戏一样，成为危害
孩子成长的洪水猛兽。

面对现状，教育工作者认为应该合理
引导，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快
乐，摆脱孤独感。事实上，一些学校正在积
极尝试。

在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老师正在和
家长合作，开展一项名为“亲子同读一本
书”的活动。傅华颖说：“我们会定期选一
些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阅读的书，推荐给
家长，让他们和孩子共同完成阅读，从而增
进亲子沟通，引导家长对孩子成长给予更
多关爱。”

此外，班主任还安排家住得比较近的
孩子组成小组，鼓励他们在暑假期间共同
学习、玩耍、参加社区活动，在实践中增强
孩子的协作能力和交流能力。

“实践证明，与网络和电子产品相比，
低龄儿童更愿意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傅华
颖说。

同样在市实验小学，引导学生和家长
沟通已经成为教学活动的重点之一。李青
青说，低年级的学生基本没有书面作业，老
师给学生布置的都是诸如给家长讲一个故
事、和父母一起调查研究一件事物等开放
性作业。

此外，市实验小学的老师们还组织了各
种各样的活动，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书
法节、贸易节、游戏节……每个月一个主题，
学生们在体验中交流情感，分享快乐。

“在我们的游戏节上，孩子们学会了很
多已经渐渐远离这个时代的游戏。”李青青
说，“像斗鸡、推铁圈、指星星、丢沙包等，在
网络并不发达的年代，许多人都在这些游
戏中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现在，这些游戏
仍不过时，孩子们都很感兴趣。”

在学校积极探索的同时，不少家长也
在活动中提高了认识水平。通过家庭和学
校双方协作，共同关爱孩子成长的氛围正
在形成。

近日，在洛阳网上有一个关于隋唐城遗址植物园青蛙
死亡的帖子引起不少网友关注，是水质污染还是另有原
因？28日，记者前往现场进行求证。

网友拍图:大量幼蛙死亡

5月27日17时16分，洛阳网网友“知行”发布一条“隋
唐城遗址植物园水渠里的幼蛙大量死亡，什么原因？”的网
帖并附有照片，照片显示成群的黄色幼蛙漂浮在水面上，但
渠水并不浑浊，底部水草清晰可见。

网帖立即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纷纷留言：“赶快查查是
什么原因，幼蛙是保护动物啊！”“是不是水质有问题呀？”也
有网友提出质疑：“如果是水的问题，应该不只是青蛙受影
响吧？”

28日，记者来到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从植物园西大门
进入院内，道路两旁的水渠内有不少黄色幼蛙。这些幼蛙
长约2厘米，有些还有尾巴，除了在水中自在游弋的，还有
成片攀在渠壁两侧的。因为下雨，公园内行人稀少，有些幼
蛙在路上爬行。根据网友所发图片显示的位置，记者选取
东、西两侧水渠中有条形水草的地方查看，并未发现大量幼
蛙死亡的现象。

在询问中，园内不少工作人员表示，没有见过大量幼蛙
死亡，但今年园内青蛙特别多。

公园排查：未发现水质污染

“如果是水质问题，应该也会影响其他生物，但园区内
并没有发现生物非正常死亡。”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党支部书
记李清道表示，公园内水系长1万多米，水源来自古洛渠，
并在整个园区循环后流入胜利渠，形成一个活水系统。为
了保证水质自然净化，渠内有藻类、荷花、菖蒲、芦苇等，工
作人员每天对渠内垃圾进行清理。目前，水系中有鱼、虾、
蛙等水生动物。

“死的青蛙也有，但和活着的比数量是很少的。”正在扫
地的李师傅说，其中一些是被行人踩死的。随后，李师傅用
工具搅动水渠底部水草和淤泥，在渠底的确有一些翻白肚的
青蛙。

对于网友所拍大量青蛙漂浮在水面的照片，公园内负责
水渠养护的工人韩林森说，上周大雨过后，园内一处渠水落差
较大的地方曾出现过大量青蛙漂浮在水面并翻白肚的现象，
但没过多久，不少青蛙就翻过身了，当时也有市民拿出手机拍
照。

28日下午，为了确保水质安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管
理部门随即出动人员对园区内的水域进行排查，没有发现
成群青蛙或其他生物大量死亡的现象。

专家分析：大量繁殖和低温暴雨是主因

对于园区内这些小东西，不少工作人员也提出质疑：这
些究竟是青蛙吗，为什么不是绿色的？如果是青蛙，为何今
年特别多？带着网友的照片和大家的疑惑，我们采访了市
渔政站相关负责人。

“幼蛙皮肤为黄黑色，现在是蝌蚪变为青蛙的季节。”市
渔政站站长熊元超说，这些青蛙约长 2 厘米说明刚刚成
形。对于园区内青蛙数量大增，熊元超分析，这可能得益于
近几年来持续的环境保护工作，且人为破坏少，多年积累使
园区形成天然的生态系统，对青蛙这种繁殖数量大的物种，
影响更为明显。

“这也正解释了较多青蛙死亡的原因。”熊元超说，野生
蝌蚪转为青蛙的成活率很少能达到80%，如此大规模的繁
衍，死亡数量势必会增加。除了先天不足，后天环境也会影
响幼蛙成活。上周周末气温骤降，低温也会造成刚成形的幼
蛙死亡；降雨使得渠水浑浊，幼蛙生存能力弱，在这种情况
下可能被呛死或呛晕。

熊元超表示，幼蛙大量死亡的情况在工作中也碰到过，
如果水系中没有出现其他生物死亡，基本可以排除水质污
染问题。

“这也可以说是自然界的淘汰法则。”熊元超说，近年
来，我市加大对伊河、洛河的治理和水源地的保护，加之增
殖放流活动的开展以及市民保护意识的提升，使得我市水
生动物生存环境日益良好。他也呼吁市民，通过“随手拍”
共同呵护生存环境。

本报见习记者 武怡晗

大雨过后，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真有大量幼蛙死亡？

28日，名为“洛阳微报”的新浪微博网友称，洛阳理工
学院湖面出现了一些死鱼。

昨日，记者来到该校，在湖面上并未看到死鱼，询问周
边的学生得知，学校工作人员已经将死鱼捞出，大概有十余
条。这些鱼的死因是什么？

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
该工作人表示，近期人工湖或城市景观湖出现少量死鱼，可
能与连续降雨有关。

目前，我市很多人工湖的水源都来自河流。28日降雨
时间较长、雨量较大，河流水量相应变大、水流速度也相应
变快，河水冲入人工湖后，很容易将湖底沉积的有害物质冲
起；加之降雨天气带来的气温下降，水中的温差也有相应变
化，水中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很可能使湖中的鱼出现因不适
应环境而突然死亡的现象。此外，降雨天气气压较低，会导
致水中溶解氧低下，鱼可能会因缺氧而死亡。

本报记者 赵佳

连续降雨 鱼儿易病

然而，家长和老师的力量毕竟有限，
不少教育工作者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引起
全社会的关注。他们认为，与一些城市相
比，在关爱儿童成长方面，我们还有很多
东西需要学习。

傅华颖说，每到节假日，北京的博物
馆、科技馆等场馆会专门为儿童开放，并
组织一些适合儿童参与的活动。

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曾经进行过统
计，全校近2000多名学生，仅有不到100
人去过洛阳科技馆。傅华颖认为，我市博
物馆很多，图书馆、科技馆、体育场、音乐厅
等场馆也一应俱全，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
资源为儿童服务，北京的做法值得借鉴。

孙新有希望社区也能在儿童成长过
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他表示，现在一些
社区建有儿童阅览室、儿童活动中心，这
些做法都很值得提倡。

六一儿童节将要到来，关爱儿童成长
绝非仅此一天。如何形成良好的社会氛
围，共育祖国未来的花朵，这个问题值得
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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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时间一到，孟津县城关镇八一社区、会盟社区便
热闹起来，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走进“四点半学校”。在这
里，他们有的下棋，有的做功课，其乐融融。

“四点半学校”为那些孩子放学早，由于工作无法照顾
孩子的家长解决了难题。今年，孟津县城关镇所辖的12个
社区相继开设了“四点半学校”，配备了桌、椅、电教设备供
孩子们学习、娱乐，同时还招募了青年志愿者进行义务辅
导，解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深受学生、家长的欢迎。

本报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韩新伟 王文娟文/图

“四点半学校”孩子们的“快乐驿站”

延伸阅读▶▶

辅导功课

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