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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
的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
有三种：注册微博齐鲁(http：
//tr.qlwb.com.cn)“杠子头”织
围脖；话题投稿：q lwb jzx@
163 .com；QQ群：107866225。

给给孩孩子子配配手手机机
你你赞赞成成吗吗

小丫头想玩游戏

@孙建玉：我的小丫头上小学
三年级，见我们都有手机了，自己
也非常想拥有一个。问她用手机干
什么？她直言不讳地说可以玩游
戏。实际上给孩子配手机是不合适
的，因为她很少用得到。

200元的手机嫌孬

@刘丽：同事的孩子上小学三年
级，因为害怕孩子自己乘公交回家不
安全，同事花了200多元给孩子买了
一部小手机。未料，孩子拿着手机去
学校才一天就死活不用了，原因是手
机太差了，拿到学校后同学都笑话
他。没办法，同事只得将自己的手机
给了孩子，同事用孩子的手机。

和孩子“约法三章”

@王平：我的小侄子上小学五
年级，开学时总说要配个手机，说
班里不少同学都有。他的父母并没
有简单地拒绝，而是和孩子“约法
三章”：不开通上网功能，每月话费
不超过20元，不得与同学手机聊天
及短信往来，如有违反则没收其手
机。孩子使用手机现在快两年了，
基本上没发现违规行为。

不买也就习惯了

@刘曰章：我的孩子今年上初
三，以前经常玩大人的手机，主要
就是玩游戏、看视频，看到同学带
手机他也早就想要手机。因为孩子
玩心太重，为了不让他分心，一直
没给他买手机，时间一长也就习惯
了，现在也不提手机的事情了。

没收孩子的手机

@王霞：我以前总认为自己孩
子的控制力强，不会滥用手机，所
以不顾老师反对，坚持让孩子携带
和使用手机。半年时间过去了，我
发现孩子学习成绩下降了，经分析
后，我认为是手机影响了孩子的学
习，后来就没收了他的手机。如今，
孩子的成绩又有了喜人的进步。

【黄伟民】

通过对来稿质量、数量统计,黄
伟民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
得杠子头津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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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冯燮：尽管孩子使用手机有诸多弊
病，但在通讯工具日益发达的今天，孩子不仅有
使用手机交流的需要，还有通过手机获取知识、
为学习提供帮助的需要。一味地不让孩子用手
机，是家长和老师推卸责任、懒政思维的表现。

二辩@孙建国：从安全角度来说，配备简单
功能的手机，还是应该支持的，可以防范一些意
外事故的发生，减少对孩子的伤害。手机没有坏
处，有的只是使用方法的不当。现在是信息时
代，小学生也是社会的一员，不能与社会脱节。
关键是如何配、如何用。

三辩@黄伟民：手机作为服务大众的通讯
工具，成年人几乎人手一机。学生不是生活在真
空里，在当前大环境影响下，让他们不接触手机
显然不可能。手机不是洪水猛兽，大可不必谈

“机”色变。所谓学生受到的负面影响，不是手机
的错，而是周围环境和周围的人。

四辩@张庆金：我们在这里探讨家长到底
该不该给学生买手机，就和我们几年前谈论到
底该不该给学生买电脑一样。当年虽然质疑声
不绝于耳，如今，几乎家家都有电脑了，那些玩
电脑很熟练的孩子学习往往也很好，并不像我
们预想得那样坏。因此，只要家长和学校积极引
导使用手机的正确方法，不给孩子买功能强大
的手机，还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只要制定一些规
章制度加以约束，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了。

一辩@郭汉杰：学生至少是小学生还是不
配手机为好，因为小学生上学大多有家长接
送，如果在学校有事，可以由老师通知家长，所
以说有手机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二辩@李燕子：在我看来，孩子使用手机的
坏处有三：一是容易分散孩子上课时的注意
力；二是用手机上的百度功能，直接跳过了思
考的过程，降低了孩子的思考能力，甚至成为
作弊的工具；三是带这种学习之外的东西，容
易引起诸如攀比、抢夺、砸钱等不良行为。

三辩@林毅：现在的手机功能齐全，几乎就
是一台会移动的电脑。只要上了网，什么都能
搜到。小学生较初高中生自控力、识别力差一
些，家长现在就给孩子配手机有点早。小学生
没有社会活动，家长留个班主任的电话，有什
么事一问便知。干脆就不要给孩子配手机了。

四辩@付秀娟：按理说，学生使用手机方便
与家人联系，遇到紧急情况时也能得到及时处
理，从这个角度讲学生佩手机是好事。但学生
佩手机后，也极可能因经常上网、考试作弊等
影响学习，以及与校外人员接触存在安全隐
患。此外，中小学生免疫系统较成人脆弱，因而
容易受到手机辐射的影响。手机辐射会对脑部
神经造成损害，引起头痛、记忆力减退和睡眠
失调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不赞成学
生使用手机。

如今，手机已经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通讯工具，很多中小学生也加入

到了使用手机的大军。孩子用手机，虽然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家长与其联系，开阔了

视野，但使用手机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广受诟病。孩子该不该用手机，对此您

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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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孩子都迷恋玩手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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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不必谈“机”色变 容易分散孩子注意力

打油

@李梅杰
林则徐，郑成功，
都没用过小灵通。
科学技术发展快，
孩子该把手机带。
大人整天搓屏幕，
怎么不说有危害？
有始有终有节制，
除弊扬利乐开怀。

@王乐良
手机须臾不离身，
依赖网络现代人。
信息纷乱迷人眼，
真假难辨黯伤神。
应为儿女长打算，
专注当下莫分心。
师长教育勤引导，
合理利用惜青春。
抵制诱惑靠自律，
传统经典指迷津。

学校应正面引导

@王朝：作为学校来讲，应该对
使用手机的学生加强正面教育引
导，监督管理其没有特殊情况时尽
量减少使用手机上网聊天、发短信
等等，家长可以控制孩子话费减少
其使用率。

买手机前做好沟通

@庄秋燕：家长在给孩子买手
机前，一定要做好交流沟通工作：1、
事先权衡一下有没有买手机的必
要？2、事先给孩子讲清楚，买手机的
目的是什么？设置好诸如不能耽误
学习、不能攀比、合理使用等前提条
件。3、家长与学校要协调一致，对孩
子使用手机的时间与频率进行有效
的限制与引导，出现问题及时沟通。

制定完善“使用公约”

@马洪利：要想从根本上彻底
解决小学生使用手机过于“泛滥成
灾”的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小学
生使用手机的规范管理，最好的办
法就是由学校、学生及家长共同研
究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小学生使
用手机公约”，把学生使用手机的时
间、地点和方式规定好。

要区分年龄段

@冯勇：是不是给孩子买手机，
要区分年龄段。高中的孩子可以适
当使用，初中的孩子限制使用，小学
甚至幼儿园的孩子，还是不买手机
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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