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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是老姐的
还发现一个小漏洞

“开了防沉迷又怎么样，本
来我用的就是我姐的账号。”说
起第一天实行的防沉迷系统，今
年11岁的斌斌有些不以为意。在
游戏世界里，斌斌使用的女性头
像和昵称，和他小小男子汉的形
象很是不符。

在家里斌斌就是“小霸
王”，因为父母工作比较忙，他
住在爷爷奶奶家，所以，对于斌
斌的要求，家里人都是有求必
应，在生日那天，表姐还特地送
了一款HTC的手机作为礼物，
他硬是缠着表姐帮她下载了王
者荣耀，就是用的姐姐的身份
信息注册的。“我姐也不常回
家，我登录王者荣耀她也收不
到通知，我感觉她都忘了有这
么一回事儿了，所以这就相当
于我的号，想怎么玩怎么玩。”

“我还发现防沉迷系统的一
个小BUG，说超过一个小时就禁
止登录了，那完全可以在快到一
个小时的时候，快速开启一局匹
配，这样打的时间增长，还能多
玩上二十多分钟。”说起自己的
小发现，斌斌洋洋得意。

假期到了，自己玩游戏的时
间更充裕，他已经提前约好了几
个小伙伴一起“开黑”。

躲被窝、撬抽屉
想玩游戏有的是招儿

说起玩游戏，在济宁一所中
学读初一的志杰可是有说不完
的话。在王者荣耀里，他可是段
位在钻石的“大神”，班里不少同
学都愿意跟他组队。“我们班里
的男生几乎都玩，就算不玩的也
都知道，平常下课经常讨论的就
是它，玩得好的就会有好多人想
跟你组队，特别有面儿。”

志杰爸爸是一名外科医生，
工作比较忙，做导游的妈妈李女
士又经常出门带团，为了联系方
便，特意给儿子买了智能手机。
李女士发现，志杰放学回家后大
部分时间都被手机“绑架”了，经
常捧着手机，一玩就是两三个小
时。“好几次，晚上起来上厕所，
发现孩子还躲在被窝里玩游戏，
你说这得多毁眼睛啊！”

为了限制志杰玩游戏，妈妈
被逼无奈，只能把手机锁在了抽
屉里，没成想，这还是没能阻挡
志杰想玩游戏的心。

“有一次我回家，发现手机
开着机放在抽屉里，可我明明记
得放进去的时候是没电的，问孩
子是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所
以我就留了个心眼观察。”原来，
家里的抽屉是老式的学习桌，锁
孔有些松动了，只要使劲摇晃桌
子，锁自然就开了，找到了“窍
门”的志杰，趁着父母不在家，便
疯狂地打游戏。

现在，李女士已经彻底没收
了孩子的智能机，给他买了一部
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发信息。

“虽然这样，儿子还是经常借口
老年机声音太大、丢人，经常关

机让我们找不到他，用他的方式
逼迫我们把智能机还给他。”

学生自习课打游戏
用的是办公室无线网

“大概半年前吧，我发现班
里很多学生下课都在讨论游戏，
什么甄姬、什么皮肤碎片、什么
几杀啦……”魏冉是一名小学语
文老师，他说学校有规定不能带
手机，但是自己还是数次发现有
学生偷偷把手机带到学校来。

一部手机没收了，孩子们总
能找到新的手机，轮换着玩。他
玩一个课间，下节课课间就换
人。“一下课你就看吧，总有几个
孩子聚到一块儿，一个人玩，其
他几个没手机的就围成一圈
看。”找到规律的小魏老师总是
能抓到几个不听话的“刺头”。

“有一次，我发现一名学生
在自习课上偷 打王者荣耀，你
都 象不到，这小子连的还是我
们办公室的无线网。”说起和学
生

斗

法，他觉得好 又好笑，这
个教室后排靠近老师办公室的
位置可是人人都羡慕的……

上学老师管那就回家玩！为
应对老师的全方位监察，不少学
生把阵地转移到了家里。晚上十
点多还不睡觉，一上课就犯困。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了
监督回家玩游戏的学生，小魏老
师可是煞费苦心。“我‘收买’了
班级里几个老实的学生，把他们
的游戏账号要过来，晚上我随时
蹲守，我倒要看看谁在线上。”魏
老师说，一段时间下来，学生都
对自己的“被抓”一头雾水，自己
也很满意取得的“战果”。

然而最近，他发现不少游戏
迷很少上线了，“我觉得他们应
该是换了小号，我还得想个办法
打入他们内部。”魏老师坦言。

专注游戏应付作业
不少学生成绩下滑

记者走访了滨州几所中小
学校，老师告诉记者，平时课间
休息时，听学生谈论的话题大
多都是关于王者荣耀，学生非
常沉迷，这款游戏对孩子的影
响确实很大。

不少学生上课时犯困，学习
成绩下滑明显，和家长沟通后得
知，学生晚上在家就拿着手机玩
游戏，甚至玩到十一二点。“我
们班上几个同学头脑比较灵
活，平时就爱好各种游戏，王者
荣耀火了之后，他们更是专注
于游戏当中，作业都是应付完
成，学习成绩下滑非常明显。”
一位小学六年级班主任告诉记
者，“现在是期末考试阶段，我们
老师也和家长沟通过，让他们阻
止孩子玩游戏，但还是有个别学
生背着家长偷偷玩。”

在另一所初中学校的初二
年级一个班里，全班49人，至少
30人在玩这款游戏，甚至还有几
个女生。班主任王老师对记者
说：“我们班学生有个聊天群，平
时一到周末大家就会在群里组
织一起玩，一般都会连续玩几个
小时，老师告诉他们可以适当放
松但不能时间过长，可学生究竟
玩了多长时间我们也不知道。”

和老师斗法、与家长躲猫猫，小学生用大人账号玩

腾腾讯讯防防沉沉迷迷系系统统迎迎来来暑暑假假大大考考

■手游升级之考·暑假考验

4日，是腾讯实行《王者荣耀》防沉迷系统“三板斧”第一天，12岁以下每天限玩一小时。恰巧，限玩措施是在中小学暑假期间
实行，少了学校老师的监管，“三板斧”能让中小学生“农药”玩家弃手吗？坐拥2亿粉丝的王者荣耀只是日渐兴盛的手游业的代
表，游戏产业未来向何处去，需要企业加强社会责任，也需要监管部门尽快“出手”。

王者荣耀已在中小学中蔓延开来。2亿注册用户中，14岁以下玩家占3 . 5%，700万人。4日也是腾讯实
行新的防沉迷系统的第一天，12周岁以下的学生每天限玩一小时，家长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这些
措施管得住暑假中“放羊”的中小学生吗？

一个小学班主任的观察:

怕怕““被被边边缘缘化化””
跟跟风风玩玩游游戏戏

我是省城一所名校小学高年级的
班主任，大约一年前，班里出现因写借
条借钱而产生的纠纷。调查借钱原因
的过程中，《王者荣耀》这款大型网络
游戏才进入我的视野。

在班里明查暗访，我了解到班里
玩游戏的人数、迷恋情况、充值多少
等，情况比我想象的还严重！在一个60
多人的教学班，20人左右参与游戏。部
分学生迷恋游戏，回家先玩游戏，作业
拖到不得不写的时候才草草完成。作
业数量和质量大打折扣，成绩更不用
说，有的学优生成了学困生。

有的家长在家管得严，孩子就想
“歪招”，有人半夜定好闹钟爬起来玩
游戏，从凌晨一点玩到三点，甚至更
晚。等学生在校出现不听讲、打瞌睡、
学习成绩下降的严重情况，老师约谈
家长时，家长却茫然不知。

学生沉溺游戏，容易出现拉帮结
派的情况。有些学生不分场合地凑在
一起谈论游戏晋级等，不玩游戏的同
学感觉被边缘化。许多学生因为想和
同学有共同话题，才选择注册游戏
号，这样被拉下水又上瘾的情况很普
遍。

为了晋级，玩游戏上瘾的学生会
选择充值，少则十元二十元，多则一
两百，五百一千的也有。许多学生用
压岁钱或零花钱充值，更有学生把吃

早饭、买学习用品的钱，“贡献”给游
戏“皮肤”和道具。到后来，情况愈演
愈烈——— 偷家里的钱，找同学要钱，
写借条借钱。

家长等到老师约谈时，还不肯相
信，孩子会因为玩游戏偷拿家长的钱
或向同学借钱。家长最大的疑问是，孩
子没有微信和支付宝，怎么充值？我也
是在调查过许多学生后才知道，充值
的渠道有很多：充值卡、话费充值等方
式，孩子能轻松避开家长的监管；同学
之间为了显示关系好或拉近关系，自
己充值的账号让别人玩，攀比之风日
盛，更增加了家长管理的难度。

在此后一年的班级管理中，我发
现游戏屡禁不止，许多学生甚至用学
习成绩和家长谈条件，换取玩游戏的
资格。在班级中，有些老师眼中的好学
生却被边缘化，深入调查才发现，该生
在游戏群里脏话连篇，与大家对立。

小学一直是禁止带手机入校的，
暑假临近，许多学生在家可能会处于
监管真空。监管不到位，更多学生会
沦陷游戏，不能自拔，再想纠正时就
难了。

小学生正在塑造自由的思想、健
康的身体和高尚的品德，逐步养成良
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而这一切，游戏
都给不了。老师愿意和家长、社会一起
努力，不要让网游夺走我们的孩子。

玩《王者荣耀》的学生中不乏女生。 本报见习记者 王思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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