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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开学季，黄佳照例带儿子

到医院进行视力复查，但复查

结果并不乐观。

“结合近年暑期门诊的情

况来看，孩子近视的年龄普遍

出现前移，近视高发期从初中

提前到了小学一二年级。”成

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眼科

主治医师霍剑说，长期、过度

近距离用眼是主要原因，尤其

是长期看小屏幕，对孩子的视

力伤害非常大。

“这个暑假，来矫正近视

的孩子，十有八九都戴着电话

手表。”据霍剑观察，有的孩子

在排队等候甚至就诊过程中，

还在不停地拨弄电话手表。

她表示，尽管不少家长“严防

死守”地管控孩子使用电子产

品的时间，并且加强户外运

动、安装护眼灯，但电话手表

却成了“漏网之鱼”。

电话手表为什么会导致

儿童近视？霍剑分析，主要因

素包括屏幕过小、用眼距离过

近和使用时间过长。

“与大屏幕相比，小屏幕

设备对孩子的眼睛危害更

大，不仅增加了近视的风

险，还容易导致不良的用眼

习惯。”霍剑说，小屏幕上的

字体和画面较小，为了看清

内容，孩子不得不将设备拿

得更近，长时间近距离盯着

屏幕，眼睛容易因疲劳而向

近视发展。

霍剑进一步解释，当我们

近距离视物时，眼睛并非处于

放松状态，而是在努力地“工

作”，且视物距离越近，所需的

“调节力”即屈光度越大。也

就是说，距离越近，眼睛越费

力。电子产品的屏幕越大、分

辨率越高，孩子动用的眼睛

“调节力”越小。因此，在必须

使用电子产品时，应尽量选择

屏幕较大的设备。

得知超超偶尔晚上会躲

在被窝里玩电话手

表，霍剑表示，如果

孩子长期在夜间看

小屏幕，还会对视

网膜产生光损伤。

“夜间光线不足时，

人的瞳孔会放大，

让更多光线进入眼

球，一些特殊光照

对儿童视网膜感光

细胞的伤害将是不

可逆的。”

“对于现在的孩

子来说，电话手表已

经成为他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然无

法避免使用，那么，家长必须

承担起监督的责任，成为孩子

视力的保护者，并定期带孩子

进行屈光视力检查。”霍剑说。

尽管家长可以在手机端一

键管控孩子电话手表上的软件

和活动，但这种监控也可能导致

亲子间的矛盾。电子产品使用

低龄化及线上社交的普及，对家

庭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针对

家长们遇到的普遍问题，四川师

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邓

璐给出了建议。

问：在为孩子购买电话手

表时，家长一方面希望它拥有

强大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担心

孩子过度使用。您对此有什么

建议？

邓璐：家长应先与孩子进

行充分的沟通和讨论，以明确

双方的核心需求。电话手表本

质上是一个工具，家长在购买

时应优先考虑产品的基础功

能，并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

自我控制能力以及对父母指导

的接受程度等因素，与孩子进

行充分的沟通和讨论，以做出

更加合理的选择。

问：对于电话手表的使用，孩

子图便于社交、好玩，家长图省

事、好管，这些现象从侧面反映出

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哪些问题？

邓璐：这一问题反映出，在

电子产品的使用上，家长可能没

有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家

长自身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会

直接影响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

态度和行为。因此，家长也应该

自我反思，是否过度依赖电子产

品，以及是否忽略了与孩子之间

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

家庭教育中，父母需要投入的不

仅仅是金钱和物质，时间、精力

和情感交流才是构成高质量陪

伴的关键要素。

问：家长给孩子买了电话手

表之后，应该如何监管以及引导

孩子正确使用电话手表？

邓璐：家长对孩子身体健

康、心理健康以及可能面临的

未知风险的担忧，与社会本身

的多元化和快速发展密切相

关。现今社会的开放性、信息

的易获取性以及信息的复杂性

远超以往，因此，家长需要通

过一定的方式对孩子进行合理

的引导和保护。家长需要掌握

孩子的行踪，并适当了解孩子

通过电话手表进行的交流内容

和娱乐活动；要积极参与并指

导孩子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

明确规定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

时间与场合；家长和孩子可以

相互监督，甚至让孩子“监

督”家长，这能帮助孩子理解

外部管理的重要性。

此外，家长还要帮助孩子

筛选并过滤掉垃圾信息、不健

康内容及游戏，确保孩子在一

个更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中成长。需要注意的是，监

管、引导有效的前提是亲子关

系良好，这种良好的亲子关系

需要在平时的生活和情感交流

中去建构。

（本报记者 张文博）

近日，为防止孩子误入歧

途，一位黑龙江省的家长烧掉了

孩子收集的近3000张“烟卡”，该

事件引发网友热议。这种“一烧

了之”的粗暴式教育方式并不值

得叫好，反而暴露出家庭教育中

的诸多“懒政”。

家长处理问题时的“懒”思

考。粗暴式教育历来有之：孩子

沉迷小说，便把孩子的书撕掉；

孩子沉迷游戏，便把手机砸掉；

孩子沉迷“烟卡”，便用一把火烧

掉……这样的方式，对部分家长

来说其实是一个“舒适圈”，藏着

某种逃避心理——逃避利用自

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思考更合理、

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试图

用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肯定

自己在管教孩子上的付出。

孩子成长过程中“洪水猛

兽”何其多。前有“动画片带坏

小朋友”“网络游戏正在毁掉这

一代”，后有“萝卜刀是可以伤人

的利器”“盘串珠对孩子的手腕

发育不利”……“烟卡”游戏风靡

之前，一个又一个“危机”让家长

一次次警铃大作。然而，孩子的

每一种行为背后都有其正面的

动机，即使不认同孩子的行为，

家长也应该透过行为关注到孩

子的真实感受和深层需求，去寻

找、解决背后的“因”，而不是总

以最大的恶意看待孩子的行为，

更不必采用“毁掉”的粗暴方式

来解决问题。前段时间，伪教育

专家让孩子亲手砸手办、扔玩具

的事件还历历在目，需要提醒各

位家长的是，无论孩子的东西在

你眼中是好还是坏，除了违法物

品，不要丢弃或毁坏任何孩子在

意的物品，不要逼迫、恐吓孩子

处置任何心爱之物，这样的做法

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只会割裂

孩子与父母的情感连接。粗暴

的禁止还可能演变为强化，让孩

子更加叛逆。

家长对孩子成长过程的“懒”关注。

如果家长时刻关心孩子的动态，在孩子刚

刚接触某项活动或某种游戏时，就及时给

予适当引导；在孩子频繁和朋友讨论某件

事时，就关注孩子的看法和状态，就无需

等到孩子“收集卡片近3000张”“为游戏

充值几万块”时，才猛然发现问题严峻

了。不少家长在管理孩子时都存在类似的

情况，过程中放纵和疏忽，发现不良结果

后，又病急乱投医，希望迅速扭转现状，

实在是不可取。

孩子沉迷“烟卡”有诸多问题，但不是

“一禁了之”的。一方面，家长对于“烟卡”

的担忧不在“卡”，而在“烟”；另一方面，出

现了孩子因为“烟卡”而偷抢的行为，更是

成长大忌。我们常说，好的教育是为孩子

托底的，那么，这个问题的本源，市场监管

部门、整个社会应该在“烟”的管控上牢牢

地托住孩子。一直以来，我国法律都明确

规定，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是违法行

为。“烟卡”是香烟制品的一部分，任何含有

烟草商标、标识的制品均不允许向未成年

人销售。家长、老师则应该在“偷抢”等行

为准则上牢牢地托住孩子，引导孩子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法治观，杜绝不良

行为的发生。

家长没有必要妖魔化、阴谋论孩子的

“烟卡”游戏，作为一种群体游戏，它是

孩子放松心情、缓解压力、进行社交的一

种方式。如果不希望孩子玩“烟卡”，家

长能做的不是禁止与恐吓，而是用更有意

义、更有趣的活动去取代它。“勤”于陪

伴、关注孩子；“勤”于为孩子创造更丰

富多彩的生活，才能让孩子健康、快乐地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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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别让““守护守护””成成““隐患隐患””——

“““变味变味变味”””的电话手表还安全吗的电话手表还安全吗的电话手表还安全吗？？？

每到假期，对于既想给孩子独立空间，又希望及时联系孩子，还担心孩子手机成
瘾的家长来说，儿童电话手表无疑是个比较合适的选择。但现在的儿童电话手表功
能日益丰富，俨然一部迷你手机，同样容易让孩子沦陷其中。刚刚过去的暑假，一些
家长就因为孩子使用电话手表的问题产生了困惑。正确引导孩子认识及使用电话
手表，对家长来说是一道有关亲子关系和成长教育的思考题。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暑假期间，在小区、地铁以及旅游景

点等公共场合，经常可以看到几个孩子围

在一起，低着头在手腕上点来点去，他们

大概率是在用电话手表“碰一碰”。

“碰一碰手表，加个好友吧。”如今，这

句话成了不少孩子社交时的见面语。和

成年人一样，孩子们也有自己的社交圈，

在不被允许玩手机的情境下，电话手表便

成了孩子们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

据中国产业研究院《2022-2027年中

国儿童智能手表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

景预测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5-12岁

的儿童数量约为1.7亿，儿童智能手表的

市场普及率约为30%，基本上每3个孩子

中就有1个孩子有电话手表。

“我家孩子是主动提出要买电话手表

的，并且指定了品牌。因为班上的孩子大

部分都用这个品牌，不用同一品牌不能加

好友。”7岁的多吉正是热衷交友的年龄，

入学不久，便央求父母给他买了和同学同

品牌的电话手表。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教师宁

芸川表示，在她任教的班级，电话手表已

成学生的“标配”，超过60%的学生每天会

戴电话手表上学。目前，学校允许在必要

时间段如上学和放学时使用电话手表，以

便孩子联系家长，但需要家长向班主任提

出申请，并设置好使用时段。为了便于管

理，学生通常会在每天早上将电话手表统

一交给班主任，放学时再取回。

“学生好奇心强、自制力较弱，电话手

表内置的各种APP他们都会逐一探索。”

宁芸川发现，微聊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功

能，他们会建群聊天，把照片制作成各种

表情包发在群里互动、调侃，还会发朋友

圈，同学之间点赞互动。在她看来，孩子

们对于朋友圈、微聊等功能的使用需求与

成年人相似，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在互联网

时代进行交流、互动，是符合群体生活交

往规则的，同时也能从同伴交往中获得归

属感和愉悦感。

然而，宁芸川也指出，电话手表通过

品牌来区分社交群体，设置严格的社交壁

垒，对孩子们正常的交往是不利的。这种

现象可能导致孩子们对“社交”一词的本

质产生理解偏差，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

需要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为什么要给孩子买电话

手表？10 岁男孩超超的妈妈

黄佳对此颇多感触：“6年前，

家里老人带孩子在小区里玩，

一没注意，孩子就不见了，急

得大人又是找保安，又是调监

控，还差点报警。几个小时

后，才发现他和其他几个小孩

在架空层‘躲猫猫’。”正是那

次让人后怕的经历，让她第二

天就直奔商场，给孩子购买了

电话手表。

和黄佳抱着同样目的的

家长不在少数。的确，儿童电

话手表在诞生之初，“防止儿

童走失”“防止拐卖儿童”等一

系列关乎人身安全的“卖点”，

可谓设计到了家长的心坎

里。可随着电话手表的升级

迭代，其“卖点”早已从满足家

长转向了取悦孩子。

“拍照、聊天、发朋友圈、

玩游戏……孩子像着了迷一

样，一放假就天天捧着电话手

表玩。”今年暑假，给儿子换了

新款产品的黄佳发现，电话手

表越来越像个集多重功能于

一体的小型智能手机。“不少

家长都在抱怨，哪怕是最基础

的款式，孩子们都能鼓捣很

久。”

此外，电话手表里诱导消

费、预装软件的广告也被家长

们诟病。

“有的软件看上去是学习

软件，实则含有诱导孩子购买

会员的项目。”黄佳说，手表屏

幕小，加上孩子辨别能力弱，

经常出现误付费或过度付费

的问题，家长只得为这些隐性

消费买单。

今年，中央网信办启动的

“清朗·2024 年暑期未成年人

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明

确要求重点整治儿童智能设

备，指出设备存在自带APP包

含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的内容，以及以积分排行、

功能解锁、背景更新等为名，

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等问

题。

“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擅自支付行为无效，家

长有权要求商家退回未经同

意的充值费用。”上海格联（成

都）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杨竹一

说，儿童电话手表诱导消费的

行为不仅违反广告法，还违反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网络

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

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

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

等功能”的规定，相关部门可

依法查处。

“有的电话手表还存在隐

私暴露的风险。”杨竹一提醒

家长，一些版本和配置比较

老旧的电话手表没有相应的

隐私设置，安装 APP 无须用

户授权便可开启多种权限，

远程获得未成年人的人脸图

像、位置和对话等隐私信

息。“未成年人对网络风险的

识别能力较弱，在使用电话

手表的过程中容易泄露照

片、视频、实时定位、个人

情况、父母信息等个人信

息，因此，尽量不要购买安

全性能低的电话手表。”

逃不脱的社交“魔咒”
是友谊的桥梁，还是隔阂的制造者？

避不开的智能“陷阱”
安全便利，还是隐患重重？

屏幕越小伤害越大
近视防控下的“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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