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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拿手机就开始“六亲不认”
——— 一位家长的自述

娃娃一放假
家长就焦虑

眼下，各地中小学生的寒假已经开启，受零星散发
疫情影响，多地暂停培训机构线下培训和集体活动。面
对这个特殊的假期，不少家长的焦虑随之升级。“手机和
手游，让我的孩子变了一个人。”采访中，不少家长难掩
愤怒与无奈。

我姓郑，爱人是大学老
师，13岁的儿子小星上初
二，成绩一向名列前茅，是
个很听话的阳光男孩，业余
时间喜欢踢足球，也常常和
我们去郊游。

疫情之前，我给小星制
定了严格的规定，每天使用
手机半小时。但疫情发生
后，情况改变了。去年2月
起，学校开始线上授课，一
边是手机一边是电脑，我发
现孩子开始玩起了网游。

渐渐地，他开始“失
控”。玩手机的时间越来越
长，与他沟通也越来越困
难。有时候一天玩游戏超
过5个小时，将自己关在卧
室，也不允许我们进去。一
旦我们动一下他的手机，或
者限制他玩手机的时间，他
就会翻脸。

开学后，他对游戏的沉

迷虽然有所缓解，但去年
11月我发现，他竟然通过
我们的微信陆续给自己转
了1万多元。而这个钱则用
来找游戏代打帮他打游戏。

我发现他先后将钱转
给了山东、福建等地的几个
游戏代打，随后我与这些游
戏代打取得了联系，问他们
难道不知道对方是个孩子？
游戏代打却说，知道，这样
的孩子很多。

我们在家长群里也讨
论孩子打游戏的事情，我了
解到他们班一共20个男
生、20个女生，基本上所有
男孩都玩网络游戏，还建了
学生游戏群，后来又有社会
上的一些人加入，这里面充
斥着游戏代打、代练。

这次期末考试，小星的
成 绩 下 滑 到 了 班 上 3 0
多名。

“没接触书本，先接触游
戏”，已成现代版的“童年日
常”。

近期，《2020年中国游戏
领域未成年人保护白皮书》显
示，未成年人“触游”低龄化趋
势明显，2020年中国12-14岁
未成年人初次接触游戏时间，
6岁以下的占17%。

疫情影响下，不少在家
线上学习的孩子与网络的

“物理隔离”被打破，手游等
开始在部分学生间风靡。

为了打破游戏的“包围”，
家长、学校想尽了办法。

一名初中生家长想把儿
子送到电竞培训中心，希望
通过“魔鬼”训练，让他“知难
而退”。受访教师时常感觉

“监管无力”。“在校期间明令
禁止带手机，可是一旦假期
开始，我们的监管能力十分

有限。”一名小学教师说。
在庞大的未成年网民基

数下，因沉迷网游而导致亲
子关系紧张的情况较为普
遍，甚至会引发更深层次的
社会问题。

天津市律师协会未成年
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
秀杰介绍，未成年人沉迷于网
游、直播等诱发了大量涉未成
年人的案件，一是未成年人进
行大额手游充值、直播打赏
等；二是涉网游黑灰产业侵害
未成年人身心权益，也可能引
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如直接或隐晦的色情、
暴力内容，易诱发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还有一些整蛊恶
搞、吸烟喝酒、炫富等不良内
容，也极易造成未成年人模
仿，有碍其正确价值观的养
成。”王秀杰说。

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问
题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
注，大型游戏公司相继上线
了未成年人保护系统，大多
采取限定每天登录游戏时
长，未实名登记无法充值等
措施，家长也可绑定未成年
子女游戏账号，对游戏时间
和消费进行监督。

但记者调研了解到，仍
有部分游戏未成年保护系统

“形同虚设”，未成年人能够
轻易“绕道”。

——— 一些家长对游戏一
知半解，对防沉迷系统更是
知之甚少。有未成年玩家表
示，自己在玩游戏需要人脸
识别的时候，就对着家长的
脸扫一下，轻松过关。

——— 利用诸多游戏账号
租号平台。记者在淘宝上搜
索发现，有不少销售游戏永

久账号的商家。玩家微信
群、QQ群中，也时常有出售
账号、租借账号，甚至出售身
份证号的渠道。

——— 通过第三方账号登
录规避实名制监管。各游戏
公司的防沉迷系统“强度”并
不相同，多款热门游戏APP
可以通过微信、微博、QQ等
第三方账号登录。

——— 有一些游戏，未成
年人可以通过游客模式直接
进入，且在游客模式下可以
实现充值消费，没有充值金
额的限制。

此外，记者在一些搜索引
擎上搜索“破解游戏防沉迷”，
会出现大量的破解攻略，甚至
链接“游戏防沉迷限制破解软
件”，以及“有效的居民身份证
号码大全，破解游戏防沉迷系
统专用”等内容。

尖子班乖小孩，也没有逃脱网络游戏
心力交瘁，手游成为亲子关系“杀手”

低龄“触游”成现代版“童年日常”

招数迭出却为何防不胜防？

“打捞”孩子
需多方协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认为，手游变化多
样，足够吸引人的注意力；部
分游戏企业为增加用户，特意
设计递进式任务奖励机制；而
从未成年人自身来看，其自律
能力不足。三重因素叠加，使
得未成年人沉迷手游。

他建议，应该丰富未成年
人线下生活，让他们更多地亲
近自然，参与到户外活动中，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避
免长期“宅家”。“我们需要把
孩子从学校、家庭这个狭窄的
时空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让互
联网、手机成为他们接触外部
世界的通道，以至于把过多精
力和时间花费在这个通道
上。”储朝晖说。

教育部近日印发的《关于
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
通知》中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
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学
校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
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受访
专家认为，这是有益的尝试，关
键是如何落到实处。

此外，多位专家表示，网
络游戏经营者执行防沉迷规
定不力的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他们认为，要细化未成年
人游戏保护措施，优化防沉迷
与家长监护系统，积极采取游
戏分级、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认
证等有效措施，主动限制未成
年人登录时长和充值额度，引
导未成年人健康游戏。

同时，专家表示还需要强
化执法监督，建立网游信用评
价机制，共筑防沉迷屏障。有
关部门一旦发现网络游戏经
营者存在损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行为，要严格依法查处，
并建立黑名单和市场退出机
制，对传播负能量、毒害青少
年的游戏运营商强制关停，并
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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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网游让天下父母都得了一种病———

现在亲子关系到了“冰
点”。家人都被折腾得心力
交瘁，我们却一点办法都
没有。

前些天上完课后，小星
从5点多一直打游戏到深夜，
可能是打输了，显得很暴躁。
孩子们沉迷在虚拟世界，很
多同班的孩子也有相同的表
现，有家长说，有时候孩子打
输了，甚至会不吃饭、摔
东西。

为了让他不再沉迷网络
游戏，这一年来我想过无数
办法。开学后，我停过家里
的网络，尽量全天候陪在他
身边，也减少自己用手机的
时间，拿起书本来读书。但
是假期一来，网课开始，网络
又必须恢复。

我与他谈过很多次，甚
至写过4页长的信给他。不
打游戏时，我们家就是“父慈
子孝”，可是一拿手机就开始

“六亲不认”。为此，我甚至

已经气得摔过他3个手机了。
去年6月，他又一次打

游戏，我问他到底要手机还
是要爸妈？他一来气就把手
机砸了。之后他开始不吃
饭，说不想活了，整个人就像
精神失常一样。所幸大概一
周后，他慢慢恢复。

紧接着的那个暑假，我
打算带他远离大城市，回到
农村老家。可是他却用亲戚
给的零花钱又买了一部二手
手机，开始玩游戏。回老家
后，我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
事，现在农村小孩，尤其是留
守儿童，玩手游更厉害，甚至
有孩子因游戏成瘾而退学。

难道就再也没有一方
净土？

我和学校沟通过，也常
和家长交流。很多家长都
说，再不监管手游就要把孩
子毁了，可是怎么管？因为
这个，已经有家长进行了心
理咨询，甚至被气到住了院。

被手游包围的孩子们如何突围？

游戏沉迷谁之过？

我问小星，这样的成绩以后怎么
办？他说可以打游戏为生。这是我最
怕的，游戏把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全扭
曲了。虽然学校也教育，但是孩子们
并不觉得沉迷游戏是一件羞耻的事
情，反而以游戏打得好为荣。

有些游戏上线了防沉迷系统，可
是系统却漏洞百出、形同虚设。小星
每天能用3个不同的号玩6个小时，一
个微信号不行，可以注册第二个。我
现在心力交瘁，防不胜防。甚至一些
家长发现，有些游戏聊天室还充斥着
色情、暴力内容。

面对庞大的未成年用户，游戏开
发企业是否也该负责任？

从去年5月起，我给游戏平台拨打了
上百次电话，希望他们解决平台漏洞。

首先，微信号、QQ号是不是应该
实名认证？这样才不会让防沉迷系统
形同虚设。其次，聊天室里色情、暴力
的聊天内容为何不管理？还有，如果
企业做不到监管，能否在晚上10点后
就不允许未成年人登录？

但我得到的答案，只有电话那头
的抱歉和安慰，并不能解决问题。

寒假又来了，有家长看到孩子放
假的消息都在“颤抖”，线下辅导班也
暂停了，这个假期，“手机大战”还会继
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