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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贺岁大片中
! "

手机
#

可谓独领风骚
!

这不仅因为葛优
$

张国立等众多名角
$

大腕

儿的加盟
!

使得这部影片人气飙升
!

更因为

影片反映了手机给当今社会伦理道德和人们

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
%

在中学校园里
!

由手

机引发的种种问题也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和思考
%

为此
!

记者对我市四所高中学校
$

两所初中学校的中学生使用手机的情况进行

了调查和采访
%

&'/01234456

&

妈
!

我同学陈晓新买了一部带
!"#

的手

机
!

我的那部老诺基亚太拿不出手了
'''

妈
!

给我换个新的吧
(

开学后我一定会按照您老的

指示好好学习的
))*&

你不是有
!"$

吗
!

干吗

非要个带
!"#

的手机啊
+

再说了
!

你一个学生
!

用手机能打电话就行了
!

要求还那么多
))*

到最后母亲还是被儿子的软磨硬泡给说服了
%

%

月
&'

日上午
!

母亲终于给儿子买了一部带

!"#

的手机
%

这位母亲姓苏
!

儿子王会杰现就

读于浚县一所高中
!

开学该读高二了
%

据苏女

士讲
!

这已经是给儿子买的第三部手机了
%

从我市三区两县的手机市场调查到的情况

来看
!

中学生
,

以高中生为主
-

正逐渐成为手机

市场中一个比较稳定的消费群体
%

马上就要开

学了
!

一轮新的购买手机热潮又在中学生中掀

起来
%

记者对鹤壁高中
$

培红高中
$

浚县一中
$

淇

县一中
#

所高中学校共
$((

名高中学生
!

以及

淇滨中学
$

浚县实验中学两所初中学校共
)((

名初中学生的手机拥有量
$

使用情况作了随机

抽样调查
%

尽管浚县一中
$

淇县一中等学校都

明文规定学生不许将手机
$

!"$

等带进学校
!

但调查结果却显示
.

在被抽查的
$((

名学生中
!

拥有手机的学生为
*$&

名
!

占
##!

%

而对
*+(

名初中学生的调查显示
!

他们拥有手机的比例

不是太高
%

拥有手机的中学生人数日渐增多
!

手机的

档次也大有水涨船高之势
%

从便宜的到价格不

菲
$

能拍照的
!

各种品牌
$

各种款式的手机都能

在校园里找到它们的身影
%

在理科班读高二的女生王小利告诉记者
!

与理科班相比
!

文科班拥有手机的学生相对

要多一点
/

而在理科班中
!

男生有手机的要

比女生多一点
%

刚考上大学的陈红卫告诉记

者
!

他们学校的男生到了高三
!

手机基本上

都普及了
%

!"789:;(&'<=>

明文规定不准把手机带进校园的学校
!

学

生遮遮掩掩地使用
!

而没有此规定的学校
!

学

生就大大方方地使用
!

手机已经成为中学校园

里一道新的流行色
%

对我市
$((

名高中生随机不记名抽查的结

果显示
!

在拥有手机的学生当中
!

%&,%-

的人表

示会用它来和家人联系
!

&%-

的学生用来和同

学聊天
!

#&-

的同学用来听音乐
!

收发短信的占

.&-

!

玩游戏的占到
))-

%

在采访中
!

当记者问一位男生选手机时最

注重的是什么时
!

他不假思索地说
.&

当然是功

能了
%

我们男生都喜欢带
!"#

并且可以扩展内

存的手机
!

当然游戏也是选手机时需要考虑的

功能
% *&

可现在许多中学生不都是看品牌买东

西的吗
+ *&

嘿嘿
!

我们学生买衣服和小件东西

时是讲究品牌的
!

但是
!

国外品牌手机与国产

的相比都太贵了
!

我们毕竟还是中学生
!

家长

不可能给我们那么多钱去挑我们喜欢的品牌
%

所以
!

我们现在买手机大部分都是看功能多不

多
$

外形帅不帅啦
% *

!

QRSTUVC

几乎每个有手机的同学都表示
!

使用手机

能够方便
$

及时地与家长联系
!

父母也可以随

时掌握自己的行踪
!

避免了一些由于缺乏沟通

而造成的担心和误会
%

此外
!

同学之间的交流

也因为手机而变得更加密切
%

!

QRWT/!X#

我们中国人发短信的数量之多在世界上都

是很知名的
%

中学生和大学生更喜欢和同学
$

好友发短信聊天
%

每天发几十条甚至上百条是

很平常的事
!

社会学家将这种热衷于用手指发

短信的中学生
$

大学生们称为
&

拇指一族
*%

&

你开着二八大卡
!

手持三八大盖去打小布

什
))*

这是在一名中学生的手机上看到的短

信内容
%

她说
!

她的手机上还有好多类似这样

的信息
!

都是同学之间相互发送的一些笑话
%

在所有的手机功能当中
!

收发短信是使用频率

最高的
%

!

QRYTZ[\

手机必须带音乐功能也是许多中学生购买

手机时所坚持的
!

虽然现在
!"$

$

超薄随身听
$

复读机等使用方便而且价格也不贵
!

但是很多

中学生都说
&

一机多用
*

方便又时尚
%

像前文中

的王会杰同学
!

他有了
!"$

和手机
!

但还硬缠

着妈妈给自己买了部
&

全套
*

功能的手机
%

现在很多手机不仅带有
!"$

或
!"#

等音

乐播放功能
!

而且还可以安装内存卡来扩展内

存
!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

而且一些国产手机价

格还不贵
%

一般带摄像
$

照相
$

!"$

等几项功能

的国产手机的价位在
)/++

元左右
%

!

QR]T^_`

尽管手机的内置游戏内容远远比不上电脑

网络游戏那么丰富
!

但由于有关部门对网吧管

理比较严
!

而且许多家长和老师特别反感自己

的孩子和学生上网玩游戏
!

相比之下
!

手机上

的游戏功能使用起来不受地点限制
!

又不用交

费
!

因此
!

手机的游戏功能也很受一些中学生

的青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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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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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记者的询问
!

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会

说出他们使用手机的一个最大好处
.

便于和家

人联系
%

这也是家长给孩子买手机的一个最重

要的理由
%

几名中学生还七嘴八舌地列举出他们使用

手机的好处
.

可以向老师汇报学习情况
0

疑难

问题也可以及时向老师请教
1

在学校遇到困难

也可向老师反映
/

可以与以前的同学多交流
!

以保持原有的关系
/

与现在的同学多交流
!

可以增进友谊
1

遇到问题时
1

可以彼此用手机进

行讨论
%

一些手机的拍摄功能可以随时拍下

一些自认为有意义
$

有价值的东西
%

手机里

的闹钟装置可以随时设定
/

有

的手机还拥有通话记录功能
/

当学生外出游玩或在其他地方

遇到危险或困难时可以及时向家长
$

老师或

警察求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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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
!

没有手机的同学中占
&&-

的人

表示
!

自己并不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允许买不起

手机
!

而是觉得自己现在还只是个中学生
!

平

时也没有多么重要的业务要联系
!

有了手机后

虽然可以与同学增进交流
!

但同样会浪费大量

的时间
!

进而影响学习成绩
/

还有
&)-

的学生

表示自己一直想要买一部手机
!

但是父母认为

中学生不应该使用手机而不给买
/

/$-

的同学

表示
!

他们的家庭条件不允许自己在中学期间

就使用手机
!

不但因为买手机的费用家里支付

不起
!

而且每月几十元到上百元的话费对他们

来说不仅是一项庞大的开支
!

更是一种浪费
%

"28123GH%&'<IJ"2KF

手机在校园内的流行
!

使我们不得不重视

这个问题
!

如果让手机在中学校园放任自流
!

无视它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

那么就像许多教师

预测的那样
.

许多青少年将很快在信息时代的

大潮中迷失自己的方向
%

在调查中
!

很多老师反映
!

中学生使用手机

会妨碍学校的教学秩序
%

培红高中的一位姓胡

的老师告诉记者
!

中学生在校园内特别是在课

堂上使用手机
!

影响非常不好
!

比如在课堂上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
!

会给整个教学造成很坏

的影响
%

另外
!

校园里还出现了在考试中用手

机作弊的苗头
%

除了上述理由
!

手机在中学校

园里的普及还会助长学生的攀比之风
%

每到课

余时间或放学以后
!

一些学生就会围在一起
!

相互
&

切磋
*

手机的款式和功能
%

校园里的手机

越来越多
!

档次也越来越高
!

对那些没有手机

的学生很容易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
%

在攀比之

风的影响下
!

有些学生开始盲目追逐
!

因为手

机更新换代十分迅速
!

外形
$

功能都日新月异
!

学生会炫耀自己的家境
$

父母地位
%

另外
!

有时

手机上会出现许多不良信息
!

玷污中学生的心

灵
%

许多垃圾信息和不良信息会影响中学生的

健康成长
!

况且中学生的警惕性不是很高
!

容

易上当受骗
%

胡老师还告诉记者
!

我们学校没

有明文规定不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
!

一般情况

下
!

有手机的学生上课时大都能很自觉地把手

机关上或调成静音
!

即便如此
!

老师还是不提

倡中学生使用手机
%

一些学校曾严令
&

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

园
*!

以彻底解决手机所带来的问题
!

但结果并

不令人满意
%

不少学生认为
!

学校禁止他们带

手机
!

缺乏充足的理由
%

一边是不可阻挡的时

代潮流
!

一边是手机给学校管理带来的尴尬
%

淇县一中一位姓宋的老师对记者说
!

他们学校

规定
!

严禁学生将手机带进校园
!

但是还是有

一些学生在偷偷使用
%

因为手机的体积很小
!

而他们学校的教室除了中招
$

高招之外平时不

设手机屏蔽仪
!

学生在学校把手机设置到振动

和静音上
!

老师一般不容易发现
!

起码在上课

时不会有令人反感的手机铃声出现
%

宋老师

说
!

老师虽然知道硬性规定可能会引起学生的

逆反心理
!

但这不能不算是当前最直接
$

最有

效的方式
%

LM8NOPQRDNST

在受访的
)++

名家长中
!

赞成中学生应该

拥有手机的占
).!

!

觉得无所谓的家长占
.!

!

对中学生使用手机特别是多功能手机持反对

意见的家长占
'2!

%

但是
!

这
*++

名家长中称

自己孩子现在有手机的却占了
''!

%

赞成中学生应该拥有手机的家长认为孩子

与自己联系方便
!

家长也可以随时找到孩子
!

以此作为给孩子买手机的理由
%

不赞成孩子应该拥有手机
!

但孩子已经有

手机的许多家长反映
!

给孩子买手机大多是经

不起孩子的软磨硬泡才买的
%

一个姓苏的同学

告诉记者
!

只要手机新款一上市
!

总有不少同

学缠着父母买新的
%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

给孩

子买吧
!

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
/

不给孩子买吧
!

又怕同学们瞧不起孩子
% *

而家长反对中学生使用手机则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原因
.

现在有些中学生热衷于短信聊

天
!

既影响休息又贻误学业
%

多数家长反映
!

孩子使用手机谈论学习的少
!

用于同学之间

联系或发短信的多
!

有些学生甚至用手机谈

恋爱
!

让家长极不放心
%

同时
!

使用手机还

额外增加了父母的经济负担
%

抽样调查显示
!

学生购买手机的钱大多来自父母
!

另外
!

还

有每月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的话费也需要家

长掏腰包
%

许多家长反映
!

给孩子
*+++

多元

买部手机倒没有什么
!

但是孩子每月的手机

费对他们来说可就是一笔额外的开销了
%

手机给孩子带来的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家

长原来的想象
%

一个姓朱的家长告诉记者
!

他的儿子刚考上重点高中时
!

他和妻子作为

奖励给儿子买了一款样式新颖
$

功能比较齐

全的手机
!

原本是鼓励孩子更加努力学习的
!

但没想到的是
!

孩子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

了发短信上
!

一天发四五十条短信是很平常

的事
!

还得意地称自己属于
&

拇指一族
*%

这

位家长道出了他的忧虑
.&

孩子一天到晚光顾

发信息
!

哪还有心思学习呀
!

早知道就不给

他买了
(*

还有的家长反映
!

到了晚上孩子就

躺到床上捧着手机带着耳塞跟同学
&

煲
*

电

话粥
!

天南地北
!

一聊就是几十分钟
!

既影

响正常休息
!

又浪费电话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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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料显示
!

德国
$

日本的中学严格规

定
!

禁止中学生将手机带进校园
!

我国也有一

些学校有此规定
%

这些规定不能说不是当前最

直接
$

最有效的方法
%

我们称赞大禹治水的方法得当
!

是因为他

改堵为疏
%

关于学生使用手机的问题
!

记者认

为
!

关键在于正确引导和学生的自我控制
%

我

市不少学校在家长的支持下
!

也明文规定学生

不许将手机带进校园
!

但是通过这次调查
!

看

来效果并不理想
%

手机在学生中的普及
!

已经成为不可阻挡

的时代潮流
%

记者认为
!

一味地禁止
!

效果未必

好
!

而完全禁止学生使用手机也很难做到
!

与

其硬性禁止
!

倒不如引导学生合理使用
%

我们可以在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

权益意识
$

公德意识和自律意

识的基础上
!

让他们以健康
$

文明的心态使用手机
%

要

让学生们懂得
!

手机不过

是一种联络工具
!

在课

堂上使用是一种不礼

貌的行为
!

用手机

作弊更是可耻的
%

当然
!

这需要学生
$

家长
$

学校三方的

共同努力与相互

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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