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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一一个个班班同同学学几几乎乎人人手手一一部部手手机机
“上课关机下课开机”成常态，专家建议不能简单禁止

24日下午，记者在济南实
验中学门口发现，高中生持有
手机的比例很高。放学后，有的
学生低头看手机，有的在打电
话，有的则戴着耳机听歌。记者
随机采访的五个学生中，都表
示手机在同学之间已经成了

“必备品”。“没有不带手机的
吧？”高一五班的小林说。他说
虽然学校里不让用手机，但是
全班同学基本都有手机。

就中学生使用手机问题，记
者调查了山师附中、济南中学、
山大附中、洪楼高中等中学，调
查显示，中学生拥有手机的现象
比较普遍，多名受调查学生表
示，班里同学几乎是“人手一机”。

初中生更多的是用手机打电
话，发短信，以联系家长、同学。高
中学生对手机的使用则更加多
元，除了发短信打电话，还用来查
单词、拍照等等。“平时手机不离
身的，如果回家后没有手机会感
觉怪怪的”。“可以说，90%左右的
学生都有手机，只有个别学生不
带手机，少数自控能力强的，能够
完全按照学校要求合理使用手
机。”一高中学校负责人说。

小空是济南八中初二六班
的一名学生，他在小学六年级
的时候就配了手机。他说班上
的同学都有手机，而且几乎全
是智能机。手机价位大多为一
两千元，学生间攀比现象并不

严重。小空说平时使用手机的
时候不多，只有晚上写完作业
后用一段时间，不超过一个小
时。但是也有同学沉迷手机上
网，有的一天能用好几个小时。

小学生使用手机的情况则
有所不同。低年级的小学生配
手机的很少见。在纬二路小学
门口，不少接孩子的家长都表
示，因为孩子年级很低，没有必
要配手机。历下实验小学的李
颖老师称，现在小学里是不让
配手机的，但是从四五年级开
始，渐渐就有学生开始持有手
机了，到了高年级，持手机的比
例开始上升，不过具体有多少
人配，并没有统计过。

近日，江西某高中“一部手机引发血案”使公众将目光关注到“中学生手机使用”这一
话题上。不少家长反映，孩子过度使用手机，导致视力下降、学习成绩下降等问题，但在普
遍使用手机的大环境下，不给孩子配手机又不现实，为此很苦恼。针对中小学生使用手机
的问题，连日来记者走访了济南市几家中小学，发现中学生配手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专
家建议，学生配手机，宜疏不宜堵，需合理引导，正确教育。

本报记者 杨凡 马云云 见习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冯靖敏 刘侠

“手机使用管理是个很让老
师头疼的问题，而且随着手机智
能化提高，管理难度越来越大”，
山师附中一位德育工作负责人
表示。他坦言，学生使用手机不
当，的确会带来一定问题。

一些学生对手机容易产生
依赖心理，对老师的管理不理
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
老师就表示，该校一名学生自
习课期间玩手机被发现，老师
要将手机没收，学生反抗，情急
之下还踹了老师一脚。

济南中学高一年级班主任
张海龙认为，高中生用手机，除

了基本的通讯之外，再就是娱
乐和攀比。

山师附中这位德育工作负
责人说，手机功能越来越多，现
在逐渐成了一部小电脑，很多
考生使用手机上网、玩游戏、聊
天，有的学生甚至上瘾、沉溺其
中，离开手机后就无所适从。

“有的在上课时间、自习课上，
甚至在被窝里玩，耗费时间，影
响视力”。一位教育工作者坦
言，手机在学生手中，真正用来
联络的时间大概只有10%。

手机现在产生的另一个问
题就是攀比，“很多学生盲目追

求高档手机，家庭条件好的还好
说，有的学生家庭条件不一定
好，家长不给买，学生就哭闹，给
家庭造成负担。”山师附中这位
负责人说，很多新手机一上市，
就有学生配上了，不少学生用的
手机比老师的好得多。

学生使用手机，这其中家
长也有一定责任，一位中学老
师透露，有些学生违规使用手
机被没收后，很快家长就坐不
住了，跑到学校来要手机，有的
还会说些不好听的话，有的甚
至质问老师“是不是看上了孩
子的手机”等。

无奈：玩手机被没收，情急之下踹老师

虽然手机在中学生中普及
率很高，记者调查中也了解到，
学校对手机的使用有着严格的
规定，有的学校明文禁止将手
机带进校园，几乎所有受访学
校均不允许学生在校内使用手
机，一经发现将采取“劝说”或

“代管”措施。
济南历城二中一位老师告

诉记者，该校是住宿高中，怕学
生携带手机分散精力、影响学
习，禁止学生将手机带进校园。
同时学校安装了很多固定电话
和插卡电话，方便家长与学生联
系，学生一直能比较好地遵守这
项规定。

济南一中的王莉萍老师介
绍，学校禁止学生在校使用手
机，如被发现，会将手机没收，
并通知家长。

“大部分学生在校还是能
服从学校管理的。”济南中学教
育处主任张骏介绍，两年前该
校曾有过“禁止携带手机进入
校园”的规定，但随着手机的普

及，越来越多的家长给孩子买
手机以方便联系，学校对学生
使用手机还是以教育引导为
主，在校园内尤其是课堂上若
发现学生使用会提醒教育，屡
教不改则会代为保管。

目前山师附中虽然没有规

定不允许携带手机，但对手机
使用时间和场合有严格规定，
山师附中高二男生小孙说，手
机带到学校主要是为了方便放
学后跟父母联系，上课的时候
都会把手机关机，至少也会把
手机调静音。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家长
给孩子配手机，主要从安全角
度出发。家长李女士在孩子五
年级的时候为他配置了手机，

“不给配不行啊，怕他自己回家
出事。有了手机后联系起来方
便，而且孩子的动向也能及时
了解。”随着孩子逐渐成长，很
多家长不再接送，孩子们自己
乘车回家，手机成为家长联系
孩子的主要工具。

而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手机
则成为一种必备的社交工具。采

访中，大多数孩子都称QQ等社
交工具使用频率非常高。QQ聊
天、QQ空间、QQ说说等，是孩子
们课下交流的重要手段，用以维
持人际交往圈子。而因为现在很
多家庭座机取消，放学后跟同学
联系，都要用手机打电话和发短
信。甚至有时候老师要找学生，
也通过手机联系。

另外，手机丰富的功能，也
为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
方便。用手机来查字典、查资料，
方便快捷。而手机上丰富的游戏

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娱乐手段。不
过采访中家长们都表示会严格
控制孩子用手机玩游戏的时间。

“以往是父母工作较忙或与
孩子疏于联系的，会给孩子配一
部手机，现在中学生配手机基本
上成了普遍现象。”济南中学高一
年级张海龙老师当了6年班主
任，在他印象里，每个班级50多个
学生，总有五六个学生的手机是
苹果、三星等最新款最高配置，

“谁又买了个什么新手机”也会成
为学生们日常交流的一个话题。

调查：手机几成中学生必备品

原因：学生配手机，方便家长联系

管理：学生用手机，学校大都有限制

简单禁止不可取
健康使用最关键

专家建议

中学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管理，对此，部分
家长和老师有着不同看法。

在山师附小接女儿的张先生是为数不多赞成给孩
子配手机的家长，他说女儿现在读四年级，不会给她配
手机，但是等她长大一点，自理能力强一点，就会给女儿
买一款她喜欢的手机。

张先生说，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手机确实有
很多问题，但是不能因为一些缺点就去抵制高科技的东
西。他认为手机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孩子应
该去接触了解，而且孩子渐渐长大，需要跟同学去社交，
如果没有手机会很不方便。他认为，家长、学校要跟孩子
沟通好，跟孩子讲清楚利害关系，让他们明白什么时候
可以用，什么时候不可以用，将手机的优势尽量放大。

吴女士的女儿刚刚在山师附中读高二，她表示，女
儿在学校从来不带手机。她认为，一方面学校管理很正
规很严格，孩子准点放学，家长来接送也不会有什么问
题，如果有急事，可以通过班主任联系，“学生就应该以
学习为主，大人玩手机都会上瘾，何况是孩子？我们要配
合学校，让孩子努力远离手机的影响。”吴女士说。

“完全靠学生自律达不到效果，必须加强对学生使
用手机的监管”，山师附中一位德育工作负责人表示，教
育主管部门、文化管理部门、电信运营管理部门应该净
化手机软件市场，过滤可能让学生沉溺、上瘾的游戏。

中小学生自制力差，过早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
如果不做好引导和控制，容易上瘾。上海交通大学著
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博士称，在这一问题上家长和学校
切忌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学校和家长应该
转变理念，不能简单地禁止孩子使用手机，而是应花
时间与孩子一起使用，引导孩子合理安排时间，同时
学会鉴别不健康信息，使孩子渐渐养成健康使用手机
的习惯。另外，青春期的学生容易产生叛逆心理，老师
家长在教育的时候要注意方法，制定手机使用和管理
规定的时候，要充分遵循学生的意见，防止极端事件
的发生。

济南实验中学门口，放学后使用手机的学生。
见习记者 魏新丽 摄

山师附中门口，一些学生走出校门就掏出手机。
实习生 冯靖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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