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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凌雪

同行观点

傅老师的“束手无策”不免令人唏

嘘，他一定多次回答过家长提出的类

似问题，却没想到自己也成了为难

者。身兼教师和家长两重身份，他除

了更为理解同情家长之外，有没有思

考过家庭教育缺失了什么？

案例中，傅老师的儿子玩手机游

戏上瘾，不愿与家长沟通且脾气暴躁，

直至私自挪用父母钱财充值。傅老师

采用的办法只是限制孩子玩游戏的时

间，不仅没有效果还导致亲子关系紧

张。此案例是许多家庭教育现状的投

影，甚至有的家庭发生了更惨痛的恶

性事件。

许多家长和傅老师一样，只看到孩

子玩游戏的表象，一味解决玩游戏的问

题，忽略了对自身教育行为的思考。在

孩子沉迷游戏而导致的诸多结果中，我

们可以看到家庭教育的诸多问题。

一是家庭教育的窄化。案例中的

傅老师缺少职业敏感，线上教学伊始，

并没有深入思考教学方式的改变需要

教师作出什么样的预判，只是觉得孩子

成绩不错就高枕无忧，这也是许多家长

的观念——“唯成绩论”。成绩好“一白

遮百丑”，不把能力、品质等作为教育的

重点。傅老师和大多数家长一样，没有

帮助孩子养成自我管理能力，没有教会

孩子合理表达诉求的能力，更没有注重

孩子规则意识的教育，因此导致孩子无

法抵抗游戏的诱惑。

二是家庭教育行为单一。教育行

为折射的是教育观念，我的一个学生

家长说的话很令人警醒：“我们是第一

次做家长，却没有机会弥补我们做不

好的遗憾。”可以说，大部分家长是“传

承式家长”，从自身成长经历以及父辈

身上学习做家长的方法，但这样的传

承极易忽略时代背景的影响。学生问

卷调查显示，家长采用的教育行为多

是说教、训斥和嘲讽，最多的鼓励是物

质奖励，亲子交流集中于学习内容。

所以，孩子越来越不愿意与家长沟通，

尤其是家长“为你好”的口头语更是位

列学生最为讨厌的言语榜首。傅老师

单方面减少儿子的游戏时间，忽略孩

子感受，将学习、游戏对立起来，并以

此评判孩子，亲子之间怎能达成共

识？效果可想而知。

傅老师应该反思，儿子无法抵挡

游戏诱惑，自己要负什么责任？家庭

教育是家长的功课。国家关于家庭教

育文件的出台，都在强调家庭教育的重

要意义，教育者必须有敏锐的意识。傅

老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反省：

一是家庭教育要重视孩子的德行

发展。从案例中可见，傅老师的儿子

因为游戏诱惑逐渐暴露了成长的各种

问题：第一，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不

足；第二，亲子沟通不畅；第三，孩子私

自动用父母钱财，没有建立理性的消

费观，缺乏规则意识。

规则意识需要从小培养，自我管理

能力源自习惯养成，沟通能力更是学生

社会化发展的重要能力。其中包含的

平等尊重等理念是家庭教育不可缺少

的内容。这关乎孩子一生的发展，忽略

或错过时机难以弥补。比起学习成绩，

孩子与什么人交往、喜欢做什么、拥有

什么品质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才是孩子

感受生活、安身立命的根本。家庭教

育，首先要从“唯成绩论”中突围。

二是家庭教育要基于孩子个性需

求。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他们的

所作所为都是精神需求的表现。孩子

沉迷游戏，有的是基于交往需要，有的

是基于价值感获得的需要。傅老师的

儿子一句“以后要从事游戏行业”是孩

子的一种真实表达。傅老师应该做的

功课是查找资料，用事实告诉孩子从

事游戏行业所需要的条件，以此表示

家长的支持和理解，或者警示孩子行

为的不当性。

案例中，孩子私下挪用的钱款并

不算少，可见所受诱惑巨大。身为家

长要多留心孩子的言行举止，要有意

识了解孩子的想法，感知孩子的困

惑。我想傅老师的儿子在第一次私下

挪用父母的钱款时，内心一定充满罪

恶感，行为上也一定有很多表现，但因

为家长忽视孩子的点滴变化，导致孩

子在游戏之路上越走越远。同时，傅

老师或许因为儿子的成绩一直比较优

秀，忽略了家庭教育中必要的规则教

育以及惩戒教育，使得孩子不断放弃

自己的行为底线，这也是不少家庭发

生悲剧的根源所在。惩戒教育目前也

成为学校教育的重点，惩戒更多指向

规矩，而规矩的养成更多是在孩童时

期得以强化，才能逐渐内化为自身行

事的规范，所以家庭教育在个性化教

育实施中应格外关注在孩子身心发展

的不同时期变换教育内容和手段。成

长就是试错，教育就是引导，引导孩子

独立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教育

的目的之一。

三是家庭教育要拓展家长角色意

识。家长的角色意识应该是家庭教育

行为有效的前提。很多时候，家长都是

监督者，极具权威性。但案例告诉我

们，孩子不仅不信你的权威，而且还会

做出挑战权威的事来，甚至事发后关闭

沟通渠道，使得家长无计可施。家长具

备了多种角色意识就会转变观念，精心

设计教育内容。陪伴者，会关心孩子的

情绪；帮助者，会理解孩子的困惑；合作

者，会体谅孩子的难处。同时，家长要

有丰富家庭生活的意识，诸如陪孩子骑

行、跑步、阅读，与孩子交流观点和看

法，获得家庭成员的共同成长。

案例聚焦于教育的表象问题，给

予我们的却是深刻的启示。身为班主

任，我们应该和傅老师一起，多点思

考，多点调查，让教育行为多彰显教育

智慧，为孩子的发展助力。

蒋凌雪，上 海 市

中国中学班主任，正高

级教师，上海市十佳班主

任，徐汇区高中优秀班主

任工作坊主持人。

体验才是破解之道
□胡继东

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听过很多

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因为各

种道理，如果没有切身体验过就难以

产生真正的共鸣。我建议傅老师换

个思路处理问题。

体验职业“电竞”。最近，我关注

到一则新闻——“电竞劝退培训班”

来了。培训班负责人说，“电竞”很残

酷，生理条件反应、团队合作能力、人

的整体性格配合等，是一个综合素质

的考验。短训两三个月，孩子是不是

适合打职业就很清楚了。时间虽然

不长，却能让孩子和家长认清事实、

回归现实。可见，体验胜过说教。

傅老师不妨带儿子去体验一下

职业选手的生活。每天 16 个小时的

高强度反应力训练能否坚持？大多

数孩子体验后对自己的理想会有一

个理性判断。有人说，如果孩子有天

赋并愿意坚持呢？如果孩子有天赋

且热爱，难道不是一件好事？

体验打工挣钱。俗话说，不当

家不知柴米贵。案例中的熊孩子，

为了请游戏代打偷偷转走父母的一

万多元钱，除了孩子自身的问题，傅

老师对儿子也缺少金钱观、消费观

的教育。

我 曾 经 的 学 生 茂 花 钱 大 手 大

脚。有一次，茂把家里的雪茄偷偷带

给同学抽。我请来家长说：“你们家

开打火机厂，安排孩子到流水线上，

让他体验一下挣100块钱需要怎样的

付出！”家长照做了，茂体会到做工的

辛苦，变得懂事多了。多年以后，茂

不仅子承父业还开拓创新，做起定制

打火机的生意。当初的提议，让茂真

正走进了这个行业。所以，让孩子勤

工俭学，说不定能让他更明事理。

体验真实世界。是不是有了以

上体验，孩子就一定能从游戏中抽

身？不一定！上文提到的“电竞劝退

培训班”的一些孩子，明知道自己不

适合打职业“电竞”，仍拒绝回归现

实。这些孩子之所以“不回头”，是因

为他们在逃避现实。比如父母离异、

学校霸凌、家庭暴力等。所以，家长

要思考孩子沉迷游戏的深层原因。

前不久有位家长引起热议，他放

下工作带厌学的儿子自驾游。游历

了大半个中国后，孩子愿意学习了，

也能体谅父母的辛苦了。要想孩子

从虚拟的游戏世界中抽离出来，需要

我们的陪伴。有质量的陪伴，需要家

长的智慧支撑，为孩子创设各种情

境，帮助他们在体验中发现自己的天

赋，反思自己的问题，从而完成自我

成长。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外国语学校）

与游戏和平共处
□杜春蕾

傅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可

以这样解决。

花一点时间了解孩子正在玩的

手机游戏。注意，是积极意义上的了

解，不是否定。当你能够跟孩子说

“你这个游戏最近在比赛啊！某某队

打得不错”这种话的时候，沟通才真

正开始。

这是取悦孩子吗？还真不是！早

在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就已经正式

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正式体育竞赛

项目。作为家长，我们要认识到，孩子

痴迷玩手机游戏其实与痴迷打乒乓球

一样，没有必要妖魔化。既然乒乓球

可以聊，手机游戏当然也可以聊；既然

你可以让孩子教你打乒乓球，当然也

可以向孩子请教手机游戏怎么玩。

花一点时间让孩子看清自己是

否适合从事游戏行业。案例中，孩

子说将来想从事游戏行业的工作，

傅老师完全没有必要如临大敌，游

戏行业并不是整天玩游戏，那是一

个新领域。

先来说第一种，文中提到孩子花

了一万多元付给游戏代打……所谓

“游戏代打”，就是游戏里有些关自己

通不过，所以花钱请别人打。玩游戏

也需要天赋，否则根本成不了职业选

手，也成不了游戏主播。再者，游戏

代打”就像“考试作弊”一样，根本上

不了台面。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跟孩子聊一

聊“游戏代打有没有必要”，聊一聊“你

的游戏天赋能否支持自己靠玩游戏讨

生活”。注意，只是分析，不要嘲笑。

孩子可不可以从事游戏开发行

业？当然可以。但这个行业也是有

门槛的，也是要高考分数的，许多大

学都有电子竞技专业。傅老师完全

可以带儿子去了解一下，甚至选一所

学校，看看报考的条件，说不定孩子

因此就有了学习动力。

我们能不能把玩手机游戏时间

作为奖励？比如每天保质保量完成

作业，周末给多少游戏时间？考年级

前 100 名奖励多少游戏时间，前 10 名

又奖励多少游戏时间？单科考高分

怎么奖？没有考好怎么罚？所有这

些都可以共同商定并写在纸上。

总之，对于孩子玩手机游戏这件

事，我一贯主张多疏导少禁止，让游戏

变成孩子学习之余的放松方式甚至学

习动力，当你学会与游戏和平共处，你

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安远县九龙小学）

孩子玩手机游戏上瘾孩子玩手机游戏上瘾，，家校何为家校何为

问题：北京傅老师来邮件说，自己虽然是一名教师 ，但面对玩手机游戏上瘾的儿子却束手无策。傅老师这样说——

14 岁的儿子上初二，就读于北京一所学校的实验班，成绩一向名列前茅，是个很听话的阳光男孩，业余时间喜欢踢足球。2020年2月起，学校开始线上授

课，一边是手机一边是电脑，我发现孩子开始玩起了网络游戏，并且日渐“失控”。玩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与他沟通也越来越困难。有时候,孩子一天玩游戏超

过5个小时，将自己关在卧室，也不允许我们进去。一旦我们限制他玩手机游戏的时间,他就会翻脸。现在，他的成绩已经滑到30名。

开学后虽然有所缓解，但我发现他竟然从我的微信陆续转了1万多元给山东、福建等地的几个游戏代打。我很恼火，训斥他，他却振振有词，说将来要从事

游戏行业……

面对偷偷充值玩游戏的孩子，面对无力无助的傅老师，您有何应对之举帮助他们？

有问问
有答

名师解析

当青春期撞上游戏
□黄珊珊

“先跟后带”是一种心理咨询技

术。顾名思义，傅老师首先要能先

“跟着”孩子走一段，不要着急指责和

批判，先让孩子从情绪上接纳父母，

慢慢地再“带着”孩子走入正轨。

就本案例来说，傅老师可以从两

个方面“跟着”孩子：

傅老师的儿子说将来要从事游

戏行业，家长可顺势和孩子一起了解

游戏行业，让孩子认识到从事游戏行

业需要天赋，也需要勤奋。

打游戏本身是中性事件，关键在

于我们如何引导而非“一刀切”取

缔。“可以打游戏，可以适当充值”，但

“不能无所顾忌地沉迷，也不能瞒着

父母偷偷充值”。当孩子听到“可以

适当充值”的回应而非“坚决不行”

时，孩子或许会想办法正面解决充值

游戏的“费用”问题。家长可以为孩

子布置充值游戏的“申请关卡”，比如

有家长让孩子制作一份“游戏充值业

务”的网友态度、网络安全等的调研

报告，论述游戏充值的利弊，以说服

家长同意充值；孩子与家长“约法三

章”，达成约定后通过“代币”的方式

争取充值费用。在这一过程中，孩子

也走向了自我教育。

在“跟”的过程中，我们要给予孩

子行动上的示范，案例中孩子“这学期

开学有所缓解”，傅老师可以实实在在

地了解孩子正在玩的游戏，玩上几局，

甚至可以和孩子组队，让孩子感受到

父母“尽力理解自己”的态度。当孩子

的抵触情绪消失时，家长可以和孩子

多一些就“手机”“游戏充值”“未来”等

话题的交流，“带着”孩子往前走。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学）

合理游戏应允许
□仲崇高

《大禹治水》的故事妇孺皆知。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没有手机几

乎等同于与社会脱节。所以，我们不

能简单禁止孩子接触手机。家长不

妨与孩子“约法三章”，平心静气地坐

下来共同讨论怎样合理使用手机，支

持孩子在疲惫的时候“玩一会儿手

机”，将其作为对孩子的奖励与鼓

励。这样做既可以让孩子光明正大、

没有心理负担地玩手机，又可以有效

实施对孩子的监督，并且帮助他们养

成 自 律 意 识 。 一 张 一 弛 是 文 武 之

道。只要合理分配时间，不沉溺于手

机游戏，偶尔玩一下小游戏也无妨。

家长应让孩子认识到，手机是

一种工具，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工作、

生活需要而创造的。家长可以引导

孩子利用手机查词典、搜资料、听公

开课等。

另外，许多孩子自认为很有打游

戏的天赋，甚至立志要成为职业玩

家。对于这些孩子，家长不妨与孩子

共同详细了解游戏行业。如有可能，

带孩子接受一下职业“电竞”培训。

专业的“电竞”培训可以让孩子对游

戏有一个科学全面的认知，也能让孩

子认识到任何工作都需要付出艰辛

的努力，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成

功，只有努力拼搏得来的“天下”。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中小

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家庭教育缺失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