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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网络小游戏打一个“未保补丁” □李英锋

绝不能让农村孩子被手机游戏废掉 □左崇年

游戏本无原罪，孩子们玩手
机游戏，只要适可而止也无可厚
非。“游戏”原本是人的一种主体
体验，但是商家“捕获”和“培育”
更多消费者，从而完成游戏工业
的财富积累和利益再生产。通过
色彩艳丽的卡通人物或者夸张、
怪诞、引起孩子好奇心的标题吸
引低龄未成年人，然后利用简单
的赏罚机制作为心理控制手段，
使得每一个操作都有奖赏或者惩
罚等即时后果。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青少
年网民数量已接近 2 亿，未成年
人“触网”低龄化趋势明显，防范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已经成为
家庭、学校、社会的共识。此类小
游戏虽然内容看似简单无聊，实则
危害不小。儿童玩手机成瘾，那么
就有问题了。沉迷游戏已经被世
界卫生组织列为“成瘾性”精神类
疾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不
少农村的父母，并不知道玩手机
成瘾对孩子的危害，很多家长抱
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错误地认
为，“给你个手机，就不吵不闹，也
不到处乱跑了”。因此把手机当成
套在孩子头上的“紧箍咒”，从而
导致孩子玩手机游戏成瘾。然而，
一些网络游戏脱离、规避“青少年
模式”监管，且存在诱导充值、涉
黄涉暴问题，严重侵害青少年特别
是低龄儿童合法权益，亟须引起
重视。

别让网络小游戏成为毒害儿
童的精神鸦片。这并非危言耸听，
而是不争的事实。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博士刘成良在多地多所农村学校
调研后发现，由于多数年轻父母在
外打工无法监督孩子，爷爷奶奶等
隔代教养又因年纪、视野等因素处
处受限，农村孩子人手一部手机已

成普遍现象，而网络小游戏则成了
他们的最爱，“玩到停不下来”。
很多农民感叹“在农村社会，被手
机废掉的孩子有一大批”，轻者作
息不规律、视力下降、成绩下滑，
严重者对学习彻底失去兴趣而辍
学、打工，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
更自由、更有经济来源地玩游戏。

即使有的父母知道孩子沉迷
玩手机游戏的危害，但是由于常年
在外，留守孩子是“独往独来”，爷
爷奶奶管不了，远在外地打工的父
母想管也管不到。而被乡村父母

“甩锅”的教育，则更多地由学校
扛在肩上。而学校老师除了苦口
婆心地说教之外，也很难采取其他
有效的措施。他们“不敢管”，学
生知道学校管理的软肋——不能
补课、不能打骂、不能开除，教师
的管理手段几近失效。而社会则
是鞭长莫及。所以农村孩子沉迷
玩游戏呈现“三不管”状态，“农村

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机游戏废掉”现
象令人担忧。

手机游戏是一把双刃剑，用
得好，可以获取知识，寻找快乐；
用得不好，则会让人沉迷、无法
自拔。尤其是对于尚不具备完
全分辨是非能力的孩子们而言，
一些成瘾性网络游戏、邪恶动漫
等 ，更 容 易 给 他 们 造 成 负 面 影
响。孩子是祖国的未来，绝不能
让农村孩子被游戏废掉，这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要让农村孩子
走出沉迷玩手机游戏的魔窟，仅
仅依靠孩子的自觉性和自制力怕
是难以抗衡被精心设计的游戏，
而自己保持适度、理性的。需要
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家庭、学
校、社会应齐抓共管，共同打好

“组合拳”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
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和成长氛
围，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身心
健康地快乐成长。

网络小游戏吸引低龄儿童沉迷其中网络小游戏吸引低龄儿童沉迷其中，，您怎么看您怎么看？？
□
黄

慧

融
入
生
活
的

科
学
教
育
更
﹃
燃
﹄

网络小游戏，侵权大漏洞。
对于独立软件类（APP）游戏或传
统认知中的“大游戏”，社会各界
已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目的
提升了警惕防范意识，并用“青少
年模式”“防沉迷系统”对未成年
人玩游戏的身份验证、时间、时
长、消费金额等进行了严格限制，
尽管还存在着未成年人利用父母
等成年人身份登录游戏、通过付费
租赁账号玩游戏等规避防沉迷系
统限制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
游戏防沉迷系统已经日益完善成
熟，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
而令人担忧的是，防沉迷系统在
一定程度上摁住了“大游戏”这个

“ 葫 芦 ”，却 让 网 络 小 游 戏 这 个
“瓢”浮了起来。

网络小游戏顾名思义，有着
“小快灵便”等特点。网络小游戏
多链接在社交软件或网页上，玩家
无需实名认证，或只需初次实名认
证（如某社交账号被家长实名认证

过，根据社交软件运营商的合理信
赖规则，后续有孩子使用社交账号
时也会被默认为成年人），无需下
载客户端，无需注册，无需密码及
验证码，即可轻松进入游戏，且玩
家随玩随上，随玩随下，游戏过程
没有痕迹。网络小游戏看似简单
无聊，但往往通过色彩艳丽的卡通
人物或夸张、怪诞、激发好奇心的
标题吸引低龄未成年人。不少成
年人都会对网络小游戏上瘾，低龄
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未成熟，自制
力差，更易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大量网络小游戏规避了“青少年模
式”，游离于防沉迷系统之外，给
未成年人提供了玩游戏的捷径，打
开了另一扇游戏之门，消耗了未成
年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损害了未
成年人的健康，影响了未成年人的
学业。一些小游戏还存在着诱导
充值、涉黄涉暴等问题，在更多环
节侵犯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儿童
的合法权益。

根 据 新 闻 出 版 部 门 发 布 的
《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
通知》，移动游戏是指以手机等
移动智能终端为运行载体，通过
信息网络供公众下载或者在线
交互使用的游戏作品。嵌套于
网络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的小
程序游戏符合新闻出版部门对
网络游戏的定义，理应包含在网
络游戏的范围内，理应与独立软
件类游戏一样，接受监督，建立
防沉迷机制。

社会亟须给网络小游戏打一
个“未保补丁”，堵住侵犯未成年
人权益的漏洞。1月1日起施行的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单列
了“网络沉迷防治”一章，规定了
教育、卫健、市场监管等行政机
关、学校与教师、未成年人的监护
人、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等多方
主体对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防治
责任。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就

《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对网络游
戏出版经营单位落实防沉迷责任、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提出了明确要
求。相关责任主体应以这些法规
的落地或规章的制定为契机，推动
小程序游戏进入网络游戏防沉迷
监管范围，明确小程序游戏的性
质、范围，明确监管的标准，明确
游戏运营商以及社交、短视频网络
平台运营商在审查游戏内容、建立
防沉迷机制、加强身份验证、限制
游戏时间等方面的责任，给小程序
游戏套上“反沉迷紧箍”。监管部
门则应加强体验式监督检查，通过
约谈、查处、限期整改、下架、曝光
等手段倒逼相关运营商增强自律
意识，守住法律底线，规范经营行
为，积极履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
责任。

同时，家庭、学校也应加强对
未成年人的关注，教育、监督、引
导未成年人有节制地接触网络游
戏，远离网瘾“泥潭”。

本期话题：

“点这，和我一起探寻真相！”“2023超解压小游戏，不用下载就能玩！”“我试了464次，仍然找不到所有乌龟”……在社交平台、短视频
平台上，一些“不用下载轻松玩”的游戏正在吸引玩家的注意力，尤其是一些人物卡通、画面色彩艳丽、标题夸张怪诞的游戏，吸引了很多
低龄儿童的目光。近日，不少家长向记者反映，自家孩子总喜欢抱着手机玩游戏“不撒手”，甚至偷玩游戏、藏匿手机，家长们对此苦恼不
已。这些网络小游戏通过链接或小程序即可进入游戏界面，不需要下载、注册，不需要密码、验证码，也不存在每周游戏 3 小时的限制
等。（2023年12月25日《法治日报》）

日前，浙江衢州高级中学高
一 7 班的化学老师林婷给同学
们上了一堂非常贴近生活的化
学课——分别取学校食堂的银
耳和用二氧化硫熏蒸漂白后的
银耳，供学生在课上用试剂检测
其中的二氧化硫含量，学生对比
后发现食堂的银耳“检测合格”。

一提到二氧化硫，许多人
都只会联想到空气污染；实际
上，二氧化硫也是一种常用的
食品添加剂，合理利用可以发
挥正向功能，过量添加会危害
人体健康。在利益驱动下，少
数不法商家用“硫黄熏蒸”对银
耳进行“超量漂白”，使银耳变
得洁白透明。“生动的化学课”
不仅是一种教育教学的创新，
也彰显了校方在守卫食品安全
底线上的自信和底气。

食堂和学生们切身利益息
息相关，食材品质直接关系学
生们的身心健康。“生动的化学
课”将检测对象对准了食堂里
的银耳，用接地气的方式让同
学们感受到化学的魅力和科学
的奥妙——通过对比，同学们
不仅吃了一颗食品安全的“定
心丸”，也加深了对化学知识的
理解。

“生动的化学课”之所以让
同学们觉得很有趣，就在于它
让同学们意识到：化学知识并
非枯燥、晦涩的理论，而是和日
常生活紧密相连。“生动的化学
课”获得学校青年教师优质课
评比一等奖，其特点就在于引
导和激励学生们学以致用、用
以促学、学用相长。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
为，生活与教育是同一过程，教
育不能脱离生活，教育要通过
生活来进行，“生活即教育，社
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长期

以来，教育和生活存在某种意
义上的断裂和脱节，导致教育
陷入“唯考试”“唯分数”“唯升
学”的窠臼。“生动的化学课”本
质上是一种价值理性的回归，
契合生活教育的理念。

“面对未知事物最好的方式
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了解它，然
后用生动的方式解释它。”这句
话，在“生动的化学课”上得到了
淋漓尽致的体现。对青少年进
行科学教育，显然不能照本宣
科，不能让课堂教学犹如一潭死
水；而是要寓教于乐，让学生们
从中发现快乐与趣味。

不论是“物理教师徒手劈
砖”，还是“银角大王”，抑或“生
动的化学课”，正是有了对教书
育人的认同和热爱，才驱动一
些教师不断进行教育教学的改
革创新，从而激活“一池春水”。

零食零食““学历造假学历造假”” ［漫画］罗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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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实施以来，课后服务工
作取得积极进展，受到群众普遍欢
迎。但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和
学校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行为，概括
起来就是随意扩大范围、强制学生
参加、增加学生课业负担、以课后服
务名义乱收费、不符合条件的机构
和人员进校提供课后服务等。这些
行为的存在，不仅影响了课后服务
的质量，增加了群众的负担，有的更
是与“双减”政策背道而驰。

“双减”的旨意，在于有效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引导学校和家长
不再把考试作为唯一的教学目标
和考核标准，推动应试教育走向素
质教育。也就是说，学校课后服务
应安排在上课日及完成国家规定
课程和学校教学计划之后，结束时
间应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作好衔
接；学校要因地因校制宜，开设丰
富多彩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
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
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
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
疑和学习拓展指导，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但显然，一些地方和学校当了
歪嘴的和尚，打着课后服务的旗
帜，念的却仍是应试教育的旧经。
有的学校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
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集体补
课，让好不容易才被禁止的学校补
课行为又沉渣泛起。还有的学校，
把所谓的课后服务延伸到周六或
周日集体上课，把双休变成单休，
增加学生课业负担，师生对此颇为
不满，家长对此也颇有怨言。

“双减”是要减轻学生过重作业
负担的，不是增加作业负担；更不是
把一部分学生的校外培训变成全体
学生的校内补课。如此课后服务，
实是与“双减”背道而驰的，也是对
校内补课治理成果的削减。

课后服务必须严格遵循学生
自愿参加原则，由学生和家长自愿
报名、自主选课，不得强制要求学
生参加，这是课后服务的遵循。一
些学校之所以强制学生参加，原因
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在于课后服务的走形变
样。既然要讲授新课，要刷题备
考，只有一部分学生参加会影响进
程；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因为如
此，往往也很容易“被自愿”。所
以，让课后服务回归初心，更有利
于自愿参加原则的落实。

按照政策规定，课后服务允许
适当收取费用，再加之财政补贴，
这些费用是能够满足正常课后服
务的。一些学校之所以以课后服
务名义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
费范围，很大程度上，亦与课后服
务随意扩大范围、走形变样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

开展课后服务是解决家长急
难愁盼问题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
是为学生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德育、
体育、美育、劳动等活动，是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不规范的
课后服务，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
费，与“双减”南辕北辙，增加家庭
教育负担，必须叫停。

近期持续低温寒冷，部分省
市甚至出现霜冻天气，添衣防寒
被提上日程，一些学校却出现了
学生外穿校服的现象，“学生肿成
轮胎人”“穿上校服变法式小面
包”等成了网络热门话题。（2023
年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

这一现象引发了网友的热
议，一些人担心学生的健康状况，
同时也有人质疑学校关于校服规
定的合理性。最近，广东、福建、
浙江等地相继明确，学校不得强
制学生穿校服。这一及时回应得
到了许多家长和网友的赞许。

校服作为学校管理的一部
分，规定学生统一穿校服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强化学校的
整体形象，但校服再好，在寒冷的

冬季也不免单薄，容易导致学生身
体不适甚至受寒。如若在“瘦小
的校服”里“嵌”进军大衣、羽绒服
等“厚重的衣物”，不仅显得臃肿
不堪，更会影响正常活动，无怪乎
有人调侃像“粽子”和“面包”。

冬季上学，比穿什么更重要
的是御寒保暖，这已然成为学生
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保障学生“穿
衣自由”，让其自主选择是否穿校
服，不失为有温度的人性化举措，
释放出学校以学生健康和感受为
重的管理善意，让广大家长和学生
在凛凛冬日感到融融暖意。

一直以来，关于“冬季校服穿
与不穿”的讨论莫衷一是。归根结
底，是一些学校传统思维和形式主
义作祟，为了追求所谓的统一感，
牺牲学生的舒适度。各地各校不

妨以此为契机，多些人性化考量，
既科学考虑天气变化情况，又充分
尊重学生的意愿和选择，灵活调整
对学生穿着校服的要求，让后者做
足防寒准备，心无旁骛地在教室里
上课学习，不至于被冻得“瑟瑟发
抖”。事实上，这也提醒广大学校
与其将管理精力摆在统一着装上，
毋宁更多用于分析和解决学生冬
日上学痛点上，真正把学生冷暖放
在心上，体现教育该有的温度。

仅仅允许学生选择是否穿校
服尚显不足，学校应该综合各方
意见，思考如何提供适宜的校服
选择，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这包括推出保暖性更好的校服款
式，或者允许学生在寒冷天气搭
配适当的保暖衣物。目前，有些
学校正在积极探索解决方案，比

如根据换季保暖需求，推出棉服、
羽绒服等校服形式，兼顾整齐统
一和防寒保暖。

也要认识到，校服问题还面
临着各种现实挑战。校服的成
本、统一性要求以及与学生家庭
经济情况的匹配等问题需一并统
筹。学校在征订校服时，应耐心
倾听学生和家长意见，充分尊重
对方意愿，不得“强买强卖”，避免
一些经济本已困难的家庭因订做
校服而“雪上加霜”。

每个孩子都是未来的希望，
他们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
责任。期待更多地方真正做到

“以学生为本”，尽快出台类似“可
以不穿校服”“以保暖为准”的善
政善举，给教育管理穿上一件有
温度的“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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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可以不穿校服”，给教育管理穿上有温度的“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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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
关工作的通知》，并于 2024 年春季学期起
正式实施，其要点为“五个严禁”。（详见本
期1版）

□□苏银成苏银成

奉化区溪口镇畸山小学，是
一所多民族融合学校，学生大多是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课余生活相对
单调。该校充分挖掘专用教室功
能，利用报告厅的大屏幕、大空间，
向全校师生开放“奇奇影吧”，以此
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2023年
12月26日《现代金报》）

提到“课后托管”，很多人会
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大家都
知道“课后托管”应该是丰富学生
校园生活的重要时段，但是，由于
受场地、师资、设备设施等多种因
素影响，很多学校的课后托管还
处于探索阶段，也有部分学校将
课后托管时间用来辅导学生做作
业。由于形式单一，学生的满意
度并不高。如何把课后托管做

好？畸山小学的“奇奇影吧”，让
学生在课后托管时间看一场电
影，给予了学生更开放、更多元的
文化浸润，很值得借鉴。

一部影片、一个故事、一种
感动，很多优秀影片极具教育功
能 。 例 如 ，《长 津 湖》《流 浪 地
球》《烈火英雄》《港珠澳大桥》

《第一次的离别》等，非常适合
学生观看，是教育的重要资源。
与以教科书为载体的课堂讲授
相比，电影更具情境性，一部好
电影不亚于一本好书，更容易为
学生打开一扇心灵的窗户。由
于电影是以故事情节为主线传
播正能量，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兴
趣，激发学生的思考，起到教育
的作用。所以，在课后托管时间
放场电影，不仅能让学生的校园

生活丰富起来，也能让学校多一
个教育载体。

很多学校都有多功能教室，信
息化教学设备齐全，具备放电影的
条件。所以，应从“第二课堂”的角
度重视电影的教育功能，让电影成
为学生了解历史、思考当下、展望
未来的一个窗口。让学生能在放
学后看场电影，以此丰富课后托
管，还需做好以下工作。

一要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精
选合适的影片，拟放映的影片一
定要经过相关教师的筛选，要为
学生选出既有童真童趣又有教育
寓意并与他们年龄段相契合的影
片，并在学生看电影之前，做好电
影海报，让学生知道自己即将要
看的影片大概是什么内容；二要
把握好看电影的量，看电影只是

课后托管时间段活动项目之一，
一般而言，一个班级一周看一次
电影为宜，也可根据学科教学内
容，以及学校阶段性教育目标，以
辅助教学为目的灵活安排放学后
看电影的时间；三要在看完电影
后，组织学生讨论观后感，放学后
看电影并不仅仅是丰富学生的课
外生活，还有教育的目的，为了让
教育目的最大化，让学生谈一谈
看完电影后有什么感受，或者写
一篇观后感，很有必要。

能否把每天放学后一个多小
时的课后托管时间用好，对学校
而言，事关课程体系建设；对学生
而言，事关能力体系的培养。通
过放学后看场电影，进一步让课
后托管的内容丰富一点，是每所
学校都应思考的重要课题。

放学后看场电影，为“课后托管”注入新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