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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时代，如何让学生科学理性对待
并合理使用手机，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和自我管
理能力？

专家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小学生手机沉迷
问题，需改进单调、刻板的教育教学方式，尽快
确立多样的考核评价标准。

储朝晖表示，只有教育评价标准多元化，
中小学生才能有更多开展户外活动、亲近自
然、接触社会的时间和机会，而不是仅仅依赖
手机获得外界信息，这更有助于增强学生个体
的自主性，“役物而不为物所役”。

《通知》强调了家校沟通的重要性。学校
要将手机管理的有关要求告知学生家长，讲清
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性和加强管理的必要
性。家长应履行教育职责，加强对孩子使用手

机的督促管理，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
田丰表示，教育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机的

“主阵地”在学校，而不应让家庭和其他社会机
构承担更多责任。当然，家庭也要承担应有责
任，“但在现有情况下，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
照顾到其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正确使用手机。”

为做好家校共育，教育部指导编写的《家
庭教育指导手册》（家庭卷、学校卷）于去年 12
月初发布，书中首次增加了提升孩子媒介素养
的内容。

作为该书编写者之一，张海波认为，家长
和学校都要提升媒介素养。一方面，学校在落
实《通知》精神时，应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城
市农村不同地域等情况，采取差异化措施；开
展丰富的活动，给孩子提供合适的解压渠道；

优化信息化教学模式，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
同时发挥学校在指导家庭教育中的作用，特别
是班主任要跟家长多沟通，并针对学生一些不
当使用行为做出具体的教育指引。另一方面，
家长自身要做好示范，不能沉迷手机；多跟孩
子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促进自觉自律；做好统
筹规划，赋予孩子使用手机的权利时约定手机
使用时限等。

“有句格言，越自律才越自由。手机本身
不是问题，怎么使用手机才是问题。应通过教
育引导，让孩子提升媒介信息素养和自我管理
能力。再面对手机时，他们才能‘拿得起放得
下’。”张海波说。

（彭训文）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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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各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很多地方的家长、学生收到

学校的一则提醒：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
须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但不得带入课堂。

近视率上升、学业负担增加、沉迷游戏……近年来，中小学生因过
度使用手机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引发社会关注。2月初，教育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
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随后，各地教委就落实《通知》
进行部署，如中小学设校内统一集中保管学生手机设施设备、教师不得
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等。

进入新学期，纠缠多年的家校“手机大战”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解
决办法。那么，《通知》出台后，学校该如何有效管理学生使用手机？移
动互联时代，如何引导孩子正确、合理使用手机？

2 月 22 日，是上海市中小学新学期开
学第一天。上海市沙田学校学生进校后
发现，教室里或门外多了用于存放手机的

“养机场”“停机坪”。前者需将手机调至
静音状态，放入袋中；后者则需关闭手机，
放入箱内。

新学期开始前，沙田学校向全体学生
发出《加强学生手机管理工作倡议书》，提
出学生进校后要将手机关机，交由班级保
管 员 保 管 ，放 入 指 定“ 养 机 场 ”或“ 停 机
坪”，放学时再通过管理员将手机取回。
其中，小学部设置“养机场”，中学部按年
级建了“停机坪”。

该校今年寒假期间开展的调查显示，
学生手机拥有率为 44.2%；学生使用手机
的主要用途，便于联系家长的占 35%，学习
需要的占 37.86%。对于学校加强手机管
理，85.71%学生和家长表示赞成。八（3）
班学生樊文芮说：“自觉的孩子不会在学
校偷偷玩手机。由于我家离学校挺远，手
机是扫码乘车或有突发状况时用来联系
的工具。”一些学生、家长提出，信息化社
会生活中手机不可或缺，关键要做到如何
精准细致管理。

新学期开始，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加
强手机管理工作。这源于教育部办公厅 2
月初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
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
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须经
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手机应
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对于如何解决禁带手机后的沟通需
求，《通知》做了安排：学校应将手机管理
纳入学校日常管理，提供必要保管装置，
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等。

随后，各地教委就落实《通知》精神提出
明确要求。比如，北京市教委要求，各中小
学设校内统一集中保管学生手机设施设备；
江西明确了中小学校教职工的管理职责；陕
西禁止学生将个人手机带入课堂。

怎么管理手机，各学校有自己的高
招。

给手机入校“立法”。这些天，华东政
法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傅松正在忙着修订
该校的手机管理规定。早在 2015年，该校
学生事务中心在调研、听证基础上，制定
了《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校园学生手机
使用管理规定》。规定明确了学生在校园
内使用手机的时间、地点、禁止行为、申请
程序等，对违反规定的情况也有明确罚
则。例如，学生在校园使用手机，需填写
申请书，家长签名同意，班主任批准，年级
组备案。傅松表示，学校将根据教育部通
知，再次听取学生、教师、家长等方面的意
见建议，并将智能手表等智能电子产品纳
入本次管理规定修订中。

帮助学生管好手机。山东、上海等地
多所学校设立了手机保管箱。在广州，各
小学仅允许学生带电话手表入校，并锁定
了使用时段；中学实行走读学生禁止带手
机入校，住宿学生需要带手机的，需提前
向学校申请报备，入校后手机统一交给老
师保管，离校前统一返还学生。

不少学校还通过家校共育，与家长约
定学生在校外使用手机的时间和方式。
江苏南京的宋女士有一个孩子正在读初
二。最近，学校要求家长管理孩子在家使
用手机的频率，这让她有些喜忧参半：“这
下跟孩子说这事有了底气，但孩子在线学
习如何解决？假期怎么办？”

管理手机管理手机
各有各的高招各有各的高招

手机入校园，该进还是该禁？事实上，这
个话题社会上早有讨论。

赞成校园禁手机者认为，青少年自控能力
尚不足，过度使用手机会产生很多问题。中国
青少年宫协会媒介与教育工委会常务副主任
张海波将其总结为 3个方面，一是部分自控力
较差的学生容易沉迷手机，影响视力、耽误学
习，特别是滋生亲子矛盾。二是易受暴力、色
情等不良信息影响，特别是一些短视频、直播

平台。三是易产生网络欺凌、诈骗等行为，甚
至引发一些恶性事件。

手机沉迷在世界各国学生中也不同程度
存在。美国某大学曾对 10个国家 1000名学生
进行了 24小时“无媒体”体验实验。参与这个
项目的大部分学生表示，失去了手机让他们

“坐卧难安”，很多人甚至没有完成整个项目。
目前，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
国明令禁止学生将手机带进校园或者课堂，有
的规定在教师和家长的引导下学生才能使用
手机，芬兰则禁止向初三以下学生销售手机。

对校园禁手机抱有疑虑者则认为，禁了手
机，家长和孩子如何沟通？目前网上布置、提
交、批改作业十分普遍，孩子不带手机、不用手
机怎么做？一位家长说，学校老师要求家长下
载某些作业类 App，并在 App上给孩子布置线
上作业，要求家长监督完成。“有些 App查看答
题分数或排名还需要充值，是何道理？”

《通知》明确，学校要加强课堂教学和作业
管理，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
机完成作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
手机布置作业虽然方便，但部分地区教育部门
和学校忽略了不同年龄段学生对手机的自控能
力和线上作业完成效率有差别，不仅加大了部
分学生对手机的依赖，也容易加剧家校矛盾。

有人对校方能否规范管理手机持怀疑态
度。5名中学生当着几千名师生的面将自己的
手机丢进水桶销毁、某中学高二学生在课堂上
玩手机被退学（后该处分收回）、某中学公开砸
毁学生手机……此前一些学校手机管理措施
不当的新闻，引发舆论热议。

《通知》对此提出，学校要通过班团队会、
心理辅导、校规校纪等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引
导，避免简单粗暴管理行为。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
研究室副主任田丰对记者表示，学校等相关部
门在落实《通知》精神时要避免懒政，应承担起
应有的教育引导责任，并和家长做好联动管
理，而不是仅使用物理隔绝方法。从长远看，
单纯禁止使用手机，也不利于青少年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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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沙田学校设置的“养机场”。
（沙田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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