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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是把双刃剑
!

它可以让你足

不出户知晓天下事
!

鼠标轻轻一点
!

就

能带给你所需要的各类信息
"

可在电

脑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

网络带给人们

极大方便的同时
!

烦恼也随之而来
"

根

据记者调查发现
!

我市使用电脑者年

龄结构集中在
!"

岁至
#$

岁之间
!

他

们中以玩网络游戏
#

观看影视节目
#

聊

天交友者居多
"

可以说
!

这个年龄段的

人正处在心理不成熟阶段
!

很容易形

成网瘾
"

网瘾的形成如同烟瘾
#

酒瘾一

样
!

是条件反射形成
#

巩固
#

习惯化的

过程
"

()*+,-.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以及青

年人
$

网络成瘾
%

正给本人
#

学校
#

家庭

和社会带来无尽的烦恼
!

也越来越成

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

据调查

得知
!$

网瘾军团
%

在我市以参加工作

的青年
!

正在读书的大
#

中学生为
$

主

力军
%!

但有部分小学生也是
$

一网情

深
%"

家住山城区的李女士告诉记者
!

她的女儿今年
!

岁了
!

自从去年家里

买了电脑以后
!

以前经常喜欢下楼找

小伙伴玩的女儿开始不再找伙伴玩

耍
!

在家里说话也少了
!

平时只要不上

学就一直坐在电脑前面
!

让她下楼转

转她还跟你急
!

现在看电视也很少了
!

老是自己坐到电脑那儿!一玩就是三四

个小时
"

不过幸好大多时间是在查一

些优秀作文和她自己感兴趣的科普知

识
!

并没有沉迷于游戏和聊天当中
"

但

是孩子和他们的交流相对变少了
!

并

且脾气也越来越大
!

也不太听话了
"

一位接受采访的中学生告诉记

者
!

没有上过网的同学常常会被讥笑

$

太落伍
%"

他们班上不少同学是
$

网

虫
%!

很多男同学对网上游戏更是乐此

不疲
!

经常玩得天昏地暗
"

记者电话采访了家住新区
#

现就

读于郑州某大学三年级的刘芳同学
"

她告诉记者
!

对于上网她是又爱又恨
!

从大一开始就跟同学学会了上网
!

到

现在
$

网龄
%

也有三年多了
!

不过比起

那些铁杆
$

网民
%

来
!

她的
$

网龄
%

还算

短的
"

大学前两年的闲暇时间她都是

在网吧度过的
!

大三这年几个同学把

电脑搬到了寝室里
!

于是
$

夜猫子
%

生

活开始了
!

不管第二天有没有课
!

每晚

两点钟前她就没睡过觉
!

不是玩游戏

就是看韩剧
!

反正就没消停过
"

这不马

上到大四了
!

也快毕业了
!

突然发现自

己什么也没学会
!

每天都很着急
"

可是

即便如此
!

有空儿了还是老想摸键盘!

看到显示器就来劲儿"

记者采访了一位今年
"#

岁
!

已在

新区某事业单位工作两年的肖先生
"

他说
&$

我认为
!

网瘾完全是一个心理

问题
!

就像吸烟成瘾一样
"

如果长时间

不上网
!

心里就会发
'

痒
(!

从而导致整

个人精神状态非常差
!

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工作和学习
"

坦白来说
!

我不是

'

瘾君子
(!

但长时间不上网
!

心里也会

感到莫名的失落和难受
!

我无法想象

没有电脑和网络的世界将会是怎样的

可怕
" %

$

我认为
!

网上虚拟世界里有一些

现实得不到的自由
!

这是我喜欢上网

并且离不开网络的一个重要原因
"

如

今的青年人面临着很大的生活压力
!

在现实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

于

是躲藏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
!

跟陌生

的人聊天
#

游戏
!

寻找一份虚拟的心理

慰藉
!

然后在这种虚拟的自我陶醉中

越
'

陷
(

越深
!

无法自拔
))

我不赞成

上网成瘾
!

但我也可以确定地说自己

离不开虚拟的网络世界
" %

$

月
%

日
&'

时
&(

分
!

记者在新区

淮河路东段的一家网吧门口发现
!

虽

然是放学时间
!

但仍有几名学生模样

的少年
!

勾肩搭背
!

利用午休的短暂时

间
!

一起走进网吧过把
$

网瘾
%"

/01234567

一位高二的同学告诉记者
&$

我觉

得玩游戏上瘾的学生一般有这种心

理
!

就是平时学习不好
!

经常得不到老

师
#

家长的夸奖而产生自卑情绪
!

但是

在游戏中能重新找回自信
!

通过玩游

戏可以找到成就感
" %

另一位女孩告诉

记者
!

父母平时工作很忙
!

自己朋友也

不多
!

感觉很孤独
!

并且在一些看法上

也和家长不同
!

很难沟通交流
!

这样时

间长了便会产生无人关心自己的失落

感
!

就会通过上网聊天甚至网恋来寻

找心理上的安慰
"

记者采访了市高中的一位班主任

李老师
"

她介绍说
!

青少年上网成瘾主

要基于以下四种原因
&

一是网络交友
!

主要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缺乏交友平

台
!

而在网络上匿名交友
!

没有现实生

活中的紧张感
*

二是网上看小说
!

主因

是成本低
!

还比现实生活中看小说方

便
*

三是网上玩游戏
!

一些游戏让不少

青少年有新奇感
!

让他们不由自主地

沉浸其中
*

四是浏览一些不健康的网

页
"

她现在带的班是高二
!

学校里学

生上网的也不算少
!

大部分学生是利

用中午放学或周末休息的零碎时间

去玩上一会儿" 一些$

上瘾
%

的就玩得

更频繁了
!

家有电脑的父母因为很少

让孩子玩
!

他们就经常包夜上网
"

学

生们喜欢上网
!

李老师认为是网络的

匿名性
#

便利性
#

逃避现实性给他们

提供了满足自己发泄情绪
#

寻求理解

和安慰
#

获得认同等需要的途径和方

法
!

加上青少年自身的意志力薄弱
!

自我控制力差
!

生活经验缺乏
!

辨别

能力差
!

从而造成他们容易沉迷网

络
!

很难自拔
"

市高中教高一心理学的蒋丽娟老

师告诉记者
!

她的年龄和学生们相差

不多
!

比较了解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心

理状态
"

她说
!

网络成瘾有其主客观原

因
"

就主观心理方面而言
&

生理加速发

展与心理发展缓慢带来的各种矛盾使

青少年应接不暇
"

他们会因为一时的

成绩而沾沾自喜
!

也会因为一时的失

意而情绪低落
"

他们对父母
#

老师和其

他成年人有依赖也有反抗心理
!

同时

也渴望着被家长理解
"

在这些矛盾的

心理状态下
!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一些

新鲜
#

刺激的事物
!

于是上网成了他们

的最佳选择
"

89*:;<=

蒋丽娟老师说
!

网络成瘾的治疗

方法目前以认知行为疗法为主要的治

疗手段
!

同时辅以强化干预法
!

厌恶干

预法
!

转移注意力法
!

替代
#

延迟满足

法等方法
"

为了降低网络成瘾对青少

年的危害
!

采取综合性的防治方法也

是必要的
&

关心孩子
!

形成良好的家庭

氛围
*

多和孩子交流
!

了解孩子的需要

并合理满足
*

丰富课余生活
!

开展形式

多样的校园活动
*

建立
#

健全青少年心

理辅导机构
*

加强网络的监控和网吧

的管理
"

蒋丽娟老师还建议各位家长
!

孩

子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
!

他们也需要

通过网络获取相应信息
!

如果不放心
!

可以陪同孩子一起上网
!

或者利用一

些电脑管理软件限制孩子的用电脑时

间
"

比如
&

指定时间间隔自动休息
!

指

定时间范围内使用电脑
!

指定每天使

用电脑时间
!

指定每周使用电脑规则
!

限定玩游戏和过滤不良网站等
"

家庭在预防孩子上网成瘾上需要

注意些什么呢
+

新区的赵青山认为
!

家

长首先要提高网络素养
!

对网络有一

个正确的认识
!

要告诉孩子如何正确

使用电脑
!

如何规避网络中的消极信

息等
" $

就像看小说一样
!

在给孩子看

之前
!

家长应该先看看
" %

家长要让孩

子明白
!

电脑只不过是一种工具
!$

上

网没有错
!

但沉溺其中不应该
%"

其次
!

加强对孩子使用网络的管

理
"

很多家长疏忽大意
!

只认为电脑是

学习的辅助工具
!

却忽视了它的副作

用
"

在网上我们能看到
!

国外有一个好

的做法是
!

不在孩子的卧室里安装电

脑
"

在孩子上网的时间方面
!

也要有一

个限制
"

至于具体时间长短
!

赵青山先

生认为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定
!

不过从

健康方面来考虑
!

应该以不超过一个

小时为宜
"

新区马先生认为
!

从他所接触周

围邻居和所知道的上网成瘾的青少年

来看
!

不少网络上瘾的青少年家庭大

都存在着沟通障碍
"

父母经常将一些

外在压力
!

如工作时的烦恼
#

夫妻之间

关系紧张
#

教育孩子能力不足等转移

到孩子身上
!

使得孩子逃避父母
!

选择

依赖网络
"

因此
!

他认为家长需要提高

教育孩子的能力
!

与孩子进行良性沟

通
" $

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是一种淘汰

教育
!

竞争非常激烈
"

一些青少年可能

努力过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导致成绩不

佳
!

学业压力会让他们通过网络寻找

另类的刺激
"

如果家长一味指责
!

而不

注意理性沟通
!

可能会让孩子走向极

端
" %

同时他还指出
!

一些家长无意中

带有的溺爱
!

使得孩子不能承受压力

和责任
!

进而失去面对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

最终造成孩子选择逃避
!

这

也是一部分青少年上网成瘾的原因
"

他建议说
!

在预防孩子上网成瘾方面
!

家长要教育孩子树立远大理想
!

增强

社会责任感
"

在教育引导方面
!

家长要

积极主动配合老师
!

双管齐下
!

不能过

分溺爱
!

也不能过度加压
"

同时
!

还要

注意教育时机
#

说话语气和选择合适

角度
"

$

社会也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 %

一位手机尾号是
)*!

的女士在说她的

孩子现在老上网
!

没有节制时建议
!

$

比如要加强对网络的管理
#

加快网络

立法
!

遏制在网上传播黄色信息等不

良行为
" %

$

月
%

日下午
!

市工商局监管科工

作人员刘爱勤告诉记者
!

市工商局从

去年
%

月
&&

日到
!

月
&*

日
!

开展了

查处
#

取缔
$

黑网吧
%

的专项整治活动
!

在群众积极配合下
!

于去年
%

月
""

日
!

查处了山城区鹿楼乡元泉村一个

$

黑网吧
%!

里面有
+

名学生模样的上

网者
!

其中一个孩子仅
!

岁
!

已持续上

网
$

个小时
"

在此次行动中
!

工商系统

依法取缔
$

黑网吧
%

,-

家
!

查扣赌博机

,

台
"

此外
!

市工商局还将协调公安
#

法

院
#

文化等部门实行综合治理
!

使
$

黑

网吧
%

无立足之地
!

从而达到净化我市

网络环境的目的
"

>?@AB1

如何才能让孩子健康上网是一件

令人头疼的事
"

有人主张
!

不妨借鉴一

下日本的做法
&

一
#

提醒孩子上网要有社会责任

心
!

注意自己发送的内容不要有失礼

的语言
"

二
#

严格控制孩子的网上信

件
"

有的家长甚至掌握孩子电子信箱

的密码
"

三
#

要求孩子不要擅自上网
!

不要看儿童不宜的内容
"

四
#

学生用学

校电脑上网时
!

老师要在场
"

在家里
!

家长最好和孩子一起上网
"

五
#

家长要

与孩子商量
!

在孩子同意的基础上规

定上网时间
!

以免孩子沉迷于网络
"

有关网络专家也为青少年们提供

了几条健康上网的建议
./0

不要轻易把

自己及家庭中的真实信息在网上告诉

别人
"

'0

如果你要与尚未谋面的网友见

面
!

必须在父母的同意和护送下
!

或与

自己的长辈结伴而行
"

,0

在聊天室中发

现有人发表不正确的言论
!

应立刻离

开
!

自己也不要散布不正确的言论
!

或

攻击别人
"

$0

不要进
$

儿童不宜
%

的网

站
"

即使不小心进去了
!

应立刻离开
"

(0

如果遇到网上有人刻意伤害你
!

应当

立刻告诉家长或老师
"

+0

适当控制上网

时间
!

一般每次不要超过
!

小时
!

每天

不要超过
"

小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