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个个心心理理科科月月诊诊十十余余例例““手手机机病病””
优等生为玩手机课堂上与老师打架

普遍>>

等个红灯

都掏出手机

下午5点，正值下班高峰期，在
泺源大街和历山路路口，人流和车
流量都非常大。

5分钟里，记者站在路口西南侧
观察了路过的数 十 名 路 人 和 司
机，发现20多名“低头族”，他们或
者边走边玩手机，或者玩着手机等
红灯。

此外，骑电动车或自行车的市

民中，有7人停车时看手机或者用
手机打电话。还有几名司机在等红
灯时看手机或拨打电话。

路口附近的报摊摊主告诉记者，
现在天气有点冷了，低头玩手机的少
了，如果是夏季，这种情况更普遍。

幸运的是，在记者调查期间，
没有发生因路人或司机玩手机导
致的紧急交通事故。

55分分钟钟走走过过2200多多个个““低低头头族族””

上课玩下课玩，成绩倒数了

烟台的高二学生小孙曾
是老师眼中的“优等生”。由
于学习成绩优异，他从普通
班转入重点班。为了更进一
步，父母又让他进入私立学
校学习。

然而，手机渐渐改变了他
的人生轨迹，“一开始，下课时
间用手机聊聊天、打打游戏，后
来上课也没心思听课了，一心
只想着手机。”

从班级前几名落到成绩倒
数，由手机引发的厌学情绪让
小孙的父母苦恼不已。万万没
想到，这还不是手机带给小孙
的全部变化。“有一次上课时玩

手机被老师发现了，手机被没
收了。当时他就很气愤，和老师
发生了肢体冲突。”

性格阳光、学习优异的
小孙怎么就成了“唯手机至
上”？这是山大二院心理咨询
科医生郭公社接诊的一个案
例。

说起手机成瘾的原因，郭
公社分析：“来自家长和成绩的
压力，让很多高中生‘躲’进手
机里打游戏、聊天；初入职场的
年轻人用手机逃避工作。手机
成瘾只是表象，背后反映的
是 孩 子 以 自 我 为 中 心 的 性
格。”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拿手机哄孩子，婆婆烦了

在有些年轻人的生活中，
手机甚至成了哄孩子的利器。

济南白领于琳的孩子今
年两岁。“孩子哭闹的时候，就
拿出手机给他玩玩游戏。”对
于琳的这种做法，婆婆颇有意
见：“早晨7点就去上班，下午6
点才回家，本来一天就没几个
小时陪着孩子。晚饭之后便抱
着手机玩，直到睡觉。不光自
己玩，还带着孩子玩，屏幕亮
度 对 孩 子 的 视 力 肯 定 有 影
响。”

听到婆婆的抱怨，于琳也
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妥。“现在
不怎么玩电脑了，手机既能上
网购物，又能看视频，简直成
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有了孩子

之后，依然是机不离手，就连
孩子现在见了面也会说‘妈妈
我要玩手机’，这才意识到手
机已经成了和儿子唯一的交
流。”

省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
说，造成现代人“手机病”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否认，
手机给生活带来了便捷，“但
是，在同样使用手机的情况
下，很多人却‘上瘾’了，这说
明‘手机病’不可忽略人的因
素。很多年轻人空虚无聊，对
手机的使用从‘打发碎片化
的时间’变成了‘一心扎进手
机里’，把应该在生活中实现
的事情都寄托在手机上。”专
家说。

沉迷手机，与亲友情感疏离了

“低头族”已然成了你我
的状态。面对一个月接诊十多
例“手机成瘾患者”，郭公社倡
导科学健康地使用手机，“对
手机控，不能矫枉过正，只能
倡导少用手机。与网瘾完全脱
离现实生活不同，手机毕竟与
生活紧密地连在一起，但绝不
应让手机夺走了正常的人际
交往。”

“在我接诊的案例中，有
不少年轻人因为玩手机磕着

碰着，也有开车玩手机造成事
故的。”在接受采访时，济南市
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张洪涛
表示，“手机对于身体的伤害
远不止这些意外事件，与沉迷
网络一样，拇指一族无法进入
现实社会，呈现孤立、边缘化
的状态。在虚拟世界得不到现
实的反应和回馈，无法正确认
识自身并适时调整状态，结果
对事业造成损害，与亲人、爱
人、朋友的感情也疏离了。”

手机成瘾是种病？在山大二院心理咨询科，近一个月
来，“手机成瘾”的咨询者有十多个。这些“患者”中，大多数
是被家长带来咨询的高中生。

专家称，玩手机成瘾，除了智能手机给生活带来翻天
覆地的变化外，人为因素也不可忽视。

玩啥>>

下班补上

一天的新闻

那么，马路上的“低头族”都在
手机上玩什么呢？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名正在低头
看手机的市民。看到记者询问，这名
市民不好意思地笑了：“你们是不是
要采访‘低头族’啊？真不好意思，我
正在看新闻。”

据他介绍，平时上班时间领导
不让玩手机，所以下班后，他习惯

边走边看看新闻，顺便刷一下微博
和朋友圈，看大家这一天都忙了些
什么。

一名骑车间隙准备打电话的市
民告诉记者，他刚好想起个急事，所
以趁着等红绿灯的几十秒钟打个电
话。就在他查电话号码的时候，绿灯
亮了起来，该市民还没来得及拨出
电话，就赶紧收了手机过马路。

尴尬>>

开车玩手机

难取证查处

据了解，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中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
不得有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
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驾驶人处 2 0
元 以 上 2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并 记 2
分。

交警部门表示，目前只是对打

电话的司机进行罚款，对于只是刷
刷朋友圈之类的“低头族”来说，由
于取证难，查处的并不多。

开车途中或过马路时玩手机能
否纳入监管？不少市民表达了期待。
市民刘女士说：“过马路、开车玩手
机都是很危险的，交警部门应当把
这类行为监管起来。”

街头调查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大家都知道过马路玩手机易导致交通事故，可你注意没有，你身边的“低头
族”到底有多少？17日下午5点，记者在济南一处路口蹲守发现，5分钟里有20多人
过马路时玩手机，其中不乏等红灯的司机。

17日，在济南街头的一个公交站牌处，等车的年轻人几乎人人手把一部手机。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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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生俊俊总觉得眼
睛有些花，看东西模糊，到医院
一检查，结果让他吃了一惊，开
学短短两个多月，他的右眼近视
加深了50度。原来，俊俊自从用
上大屏智能手机后，就成了“低
头族”，随时随地低头盯着手机
看，走路、坐车，机不离手，甚至
睡前躺在床上也要看会手机。

刚工作的小秦玩手机则玩
出了颈椎病。他是一个典型的机
不离手的人，包里随身带着充电
宝，手机线一直连在上面。小秦
除了用手机聊天、刷微信、上网，

还经常打游戏、看电影。医生的
诊断显示，22岁的他，颈椎居然
出现了生理曲变，已经开始变
形。

除了这些毛病，医生们还发
现，就诊的年轻患者中还有相当
一部分有干眼症的症状，即眼睛
干涩肿痛。有调查显示，现在我
国干眼症患者70%是青少年人
群，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无处不
在的电子屏幕，特别是相对较小
的手机屏幕，吸引了青少年的长
时间关注，眼睛根本得不到充分
的休息。

如何预防这些病症呢？对于
颈椎问题，医生建议，低头看手
机一个姿势的保持时间不应超
过半小时，应注意隔段时间就配
合适当的颈部、腰部舒展活动，
坚持形成习惯。平时不妨做做颈
椎保健运动，最简单的就是伸懒
腰动作。

对于眼科疾病，医生则建议
“低头族”将手机调到感觉较舒
适的亮度，手机要与眼睛保持40
-60厘米的距离，隔段时间要进
行交替望远望近的锻炼。

据扬子晚报

天天天天玩玩手手机机俩俩月月近近视视5500度度

少儿“低头族”越来越多。（资料片）

拒做
“手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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