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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生生自自建建QQQQ群群四四天天就就被被解解散散
家长发现群内“不良信息”后通报给老师

面面对对儿儿子子早早恋恋

这这位位妈妈妈妈的的办办法法亮亮了了

在齐鲁晚报慧爱父母学堂讲座时，现场一个小
男孩的话让我很有感触。我问他：“如果给父母打个
分，0分代表特别不满意，10分代表特别满意，你想打
几分？”小男孩说：“我给爸爸打7分，因为他经常不
在家，不陪我。我给妈妈打10分，因为她特别懂我。”

我认识一个优秀的妈妈。当她的儿子早恋时，她
没有粗暴地干涉，而是跟他说：“你喜欢这个女孩，就
好好对她，不要伤害她。”她的儿子确实很喜欢那个
女孩，果然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情。这位妈妈帮助孩子
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给了他一份支持。
她的儿子虽然经历了父母争吵、离异等创伤，但仍然
认为自己从妈妈那儿获得了足够的爱。

许多父母向我讨要建立好亲子关系的“招数”，
其实我认为孩子的要求并不多，只是希望父母能懂
他。

我的观察是，四五年级的孩子开始有了建立QQ
群、微信群的想法，甚至有的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社交
圈子。到了六年级，孩子们的交往会形成小团体。如
今，网络为孩子们的社交提供了更多选择，并不是说
父母、老师强制解散了QQ群、微信群，他们就没法联
系了，这是他们成长的心理需求。

这一年龄阶段的孩子从同龄人身上获得的情感
支持和信息，要多于他们的父母。你知道多数孩子获
取性知识的途径是什么？一项调查认为，不是父母老
师，而是同龄人。

我也理解父母，他们在得知孩子们私下建立了
QQ群时，担心孩子会学坏、会受伤。不过，以什么样
的方式介入和改变很重要。

作为父母，你不妨详细了解下，孩子们在聊什
么、在网上活跃度高不高等问题。如果发现在聊天中
有攻击性信息和不恰当的性信息，就应让孩子了解
其中的危险。在交流中，孩子也会告诉你他们的是非
观，这是帮助孩子成长的机会。

你可能会想，不就是一个QQ群么，解散了又如
何？或者让孩子私下退出就可以了。这些家长可能没
有想过，孩子在同龄人中将会面临被指责，会有不被
同龄人接纳的感觉，从而失去对集体的归属感。任何
一种感情都是支持，对于孩子来说，来自同龄人的情
感支持非常重要。

本报记者 徐洁 整理

本报记者 尹明亮

QQ空间是孩子们
自己的世界

周末从海底世界归来，小
月在自己的QQ空间里又留下
了几张照片。看着同学送来的
点赞和留言，小月也高兴地回
复着。自从三年级时有了这个
属于自己的QQ，小月总会在空
间里记录自己的生活：晚饭炒
了一盘西红柿，爸爸妈妈很开
心；天冷了，老师把自己的衣服
披在我身上，很感谢老师……

“有了弟弟，妈妈就太忙
了，有些事情在QQ空间里说
出来，和同学、朋友聊聊也挺
好的。”小月说，虽说玩QQ的
时间不多，但她会回复同学的
每一条留言，“这是我自己的
世界。”

像小月一样，在济南山师
附小读四年级的小凯使用QQ
越来越熟练了，只是父母发现
自己渐渐不知道孩子在聊些什
么了。“孩子慢慢开始有一些私
密的空间。”妈妈介绍，她曾经
发现孩子在聊天中议论老师和
同学，“批评了几次后，就开始
躲着我们了。”

前不久发生的一次小误
会，更让一家人闹得不愉快。班
里一次调桌后，小凯回家用QQ
跟女同学语音聊天，父母忍不
住多问了几句，让小凯非常生
气。小凯妈妈觉得孩子和自己
之间有了一些隔阂，“孩子可能
是觉得他们的想法不能被我们
大人理解。”小凯妈妈开始考虑
是否要限制一下孩子使用QQ
的时间，“毕竟只有10岁，对一
些网络不良信息主动规避的意

识可能都没有。”

看见低俗字眼
家长赶紧报告老师

针对小凯使用QQ的限制
措施还在酝酿中，但对于小新
和同学们的行动早就开始了。
两个月前，班里同学自发组建
的QQ群曾让小新激动了一番。

“群里同学有20多个了，只是被
家长发现后，就告诉老师了。”

当老师被拉进QQ群时，小
新刚刚入群没多久。“该干嘛干
嘛去！”老师一声令下，小新吓
得赶紧从群里撤了，在随后的
班会上，班主任在课堂上挨个
点了群成员的名字。随后这个
成立仅四天的班级群便分崩离
析，大家纷纷“开溜”。

如今，这个短命的QQ群依
旧存在，只是成员只剩了三个
人。“听说他们以前在里边会聊
一些和学习无关的八卦。”小新
认为，这便是QQ群遭到老师和
家长反对的最直接原因。家长
觉着，让孩子在一个没有家长
老师管控的空间里自由发展，
是非常危险的。

“原本对孩子用QQ虽有所
限制，但也没怎么特别在意。”
家长杨女士介绍，直到意外被
当做学生拉进QQ群后，她才发
现，“成员都不是实名，有些奇
奇怪怪的名字也不知是不是学
生，还有一些大人看不大懂的
网络流行语。”

一位家长从QQ群里截图
留下来的聊天记录显示，一个
成员曾发出一条带着“婊子”二
字的红包，且一条条类似“张杰
带 着 谢 娜 在 周 星 驰 里 游
泳……”这样的网络笑话，让家
长的心紧张起来。

新的班级群里
大家不敢说话了

“不上QQ的时候，平常同
学聊天也都会聊那些事情。”小
新表示其实现在自己偶尔还是
上一下QQ的，但最近班里一位
同学频繁在QQ上问他“在吗”，
小新都没敢回复。“他是班委成
员，就怕他告诉老师。”

就在自发的QQ群解体不
久，小新的班主任也建起一个
QQ群，每周小新都会发表自
己的读书感受。如今这个新的
群里有40多个成员，但小新发
现，很少有同学会在群里发
言。即使是在每周六的讨论时
刻，小新也不敢在群里说“学
习以外的事”，“老师不让多玩
QQ。”

“孩子大了，会有一些表达
自己情感的诉求。”作为济南市
甸柳一小五年级的班主任，赵
珂对于许多高年级孩子想尽办
法上网有自己的看法，“孩子年
龄渐长，家长与孩子简单粗暴
的交流方式容易让孩子将情绪
的表达转移到网络中。”

赵珂介绍，她感觉多数孩
子还是在良性的范围内使用
QQ。“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对成
人做法的不理解，且孩子渐渐
进入叛逆期，有些家长还没适
应这种变化。”

有一个学生沉迷于上网，
奶奶情急之下把手机摔了，但
孩子晚上继续用旧手机偷偷上
QQ。得知此事后，赵珂便给孩
子买了几本书，平时对他多加
关心。“孩子本来就内向，应该
主动与他沟通，时间过去没多
久，孩子已经好了很多。”

文中小新、小凯等为化名

由于一条带有粗俗字眼的信息，这个QQ群引起了家长的注意，老师随即要求学生退群。 网络截图

小新是济南市区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两个月前，孩子们偷偷建了一个QQ群，本以为找到了一片
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却在被家长老师发现后，不得不纷纷退群。对于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来说，他们希望
通过QQ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寻找自己的世界。但面对孩子的这种需求，更多的家长和老师还是
显得有些慌乱。

成长那些事

团省委特聘
心理督导专家 泰 祺

随着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熟悉了网上聊天。图

为一个在苹果直营店上网的孩子。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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