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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手机带给人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人们更加依赖手机。家长玩手机会导致孩子处

于不良的依恋关系，影响孩子的人格发展；会导致孩子缺爱，缺安全感；“身教不一”影响孩子自律的

形成。这就要求家长放下手机主动参与学校的合作活动；能多关注孩子、自我克制、积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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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bile phones bring convenience to 
people, and also make people more dependent on mobile phones. Parents playing mobile phones 
will promote the children to be in a bad attachment, affecting the child’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can cause the child to be lack of love, lack of security; “teaching by example” affects the formation 
of self-discipline in children. This requires parents to put down their mobile phon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chool cooperation activitie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children, be self-restrai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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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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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截至 2020 年 4 月，第 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达到 9.04 亿，相

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64.5%。加之这次疫情，全国网民数量不断上升，手机成为每

个人重要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过分依赖手机，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也离不开手机，这影响了

孩子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总结家长玩手机对儿童产生的不良影响，提出相应的建议。 

2. 反思家长使用手机现状 

21 世纪，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微信、QQ、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充斥着我们生

活的各个部分，大数据依据我们喜好推送的文字，短视频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时间。过马路父母看手机

孩子出交通事故；父母在家做直播，孩子参与直播，耽误学习，甚至孩子出现生命受到威胁等事情屡见

不鲜。通过与家长的接触，会发现层次较低的家长，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玩手机。部分家长下班回家后，

孩子做作业，家长自顾自的“刷”起手机，检查孩子的作业也是草草了事。 
虽说家长相逐步认识到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而非只追求智育。但是在实践中还

是存在多种问题，虽然花费时间去陪伴孩子，但在陪伴中玩手机，这实际是无效陪伴[1]。因此，我们应

该明确家长玩手机究竟产生哪些不良影响，进而针对家长玩手机的现象，提出更加可行性的建议促进家

长思维的转变、素质的提升从而实现儿童的全面发展。 

3. 家长玩手机对儿童的影响 

3.1. 处于不良的依恋关系，影响孩子人格发展 

家长玩手机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亲子互动、亲子交流的时间大大缩减。孩子在出生至 3 岁这一时期，

极度需要家长的陪伴与关爱，如果在这一阶段家长花费大量的时间玩手机，虽然孩子也能够慢慢的成长、

发展，但会形成不良的依恋型人格。其他的孩子无忧无虑，快乐成长，这一类孩子或是焦虑回避，或是

焦虑反抗，焦虑回避的孩子会刻意的与父母保持距离，无视父母，进入学校之后不愿与人亲近，缺乏良

好的社会交往，性格孤僻。焦虑反抗的孩子则会在未来的发展中不主动接近陌生人，不能很好地适应新

环境，更糟可能还会有暴力倾向，出现破坏性行为等。可见在孩子需要陪伴，需要帮助的时间段中，家

长花费更多的时间玩手机，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完整人格的建立。因此为构建起独立的人格特质以及与

父母稳固的依恋关系，家长放下手机，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 

3.2. 缺少关爱，缺乏安全感 

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源于父母对孩子的忽视，就现在的时代背景来看，父母玩手机是忽视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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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有数据显示，有大量的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沉溺于玩手机，几乎所有的孩子

都很反感，并且多数孩子表现为焦躁不安，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引起父母的关注[2]。因为在家庭中缺

少关爱，孩子在学校就会做出更多挑战老师的行为，从而引起教师，同学的关住，希望获得更多的关爱，

这对于孩子接受学校教育是非常不利的。缺乏陪伴，孩子就会缺乏存在感和安全感。养育中，唯有与孩

子长时间相伴，父母才可能把自己的信念、价值观等传递给孩子，帮孩子成就自己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在陪伴中，孩子才能感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获得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 

3.3. “身教不一”影响孩子的自律的形成 

孩子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小学以前，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道德教育。而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以

身作则，调查中显示家长玩手机大多是为了消遣娱乐，放松心情，用于工作的占比不到 3%，家长玩手机

表现为刷抖音、快手短视频、微信、微博以及手机游戏、电视剧等消遣娱乐，甚至有些家长会在孩子面

前直播，或者是看直播，而要求孩子去学习，去思考，去形成良好的习惯。家长玩手机并不能为孩子做

很好的示范，甚至出现了“身教不一”的问题，使得家长的他律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会引

起孩子的反抗。众所周知，自律的前提是他律，他律和自律是密不可分的，对于小学生而言他律更是占

据了主导地位。家长玩手机这一行为显然没有很好的起到他律的作用，因此要培养他们的自律精神，自

律技能以及自律习惯并内化为他们的道德品质是没有前提的。 

4. 家长玩手机对孩子不良影响的建议 

4.1. 主动参与学校的合作活动 

合作是实现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家校合作是促进家长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在

今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要研制家庭教育指导手册和家庭教育学校指导手册，

让家长的提升有具体实践的场所和途径[3]。 
其一，家长积极参与教学开放日、家长会等活动提高自身素质。在参与家校合作活动过程中不单单

是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更多的是了解学生的生活中、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学生表现出来不足的

能力培养点，为自己在今后实施家庭教育或是指导中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4]。 
其二，积极参与家长学校，接受教育与培训。家长学校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家长在教

育子女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在的家长相比原来的在教育素养方面有所提升，但还是缺乏科学的教育思想，

因此这就要求家长能接受学校提供的帮助，从而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更新教育观念，对于亲子陪伴有

更高的认知，实现高质量陪伴。 
其三，家长及时有效地与学校沟通，家长的沟通意愿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家校合作的成功率，沟通是

双向的，学校也要充分合理地与家长及时沟通，尤其在这新的时代，新的发展下会带来更多的、新的家

庭教育问题。因此，家长要与学校及时沟通，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解决自己在教育中的困惑、问题。 
其四，积极配合教师的家访工作，时代在不断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使得家访逐步退出了学校与家长

沟通的舞台，家长与教师更加喜欢用便捷的网上沟通与交流的方式，但家访的优势在时间的长河中仍然

有自己的价值，教师能够深入地了解家庭的情况，能够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每一位家庭存在的问题。家

访也有利于教师与家长建立更加亲密友好的关系，能够促进两者间的交流[5]。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教师要转变观念，不再是居高临下，不是以教育学生的方来教育家长，而是以平等的、尊重的态度进行

交流沟通。在交流中注意说话的方式、语气。而家长也应该积极地配合教师，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家长

存在的玩手机、亲子无效交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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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不断加强自我提升 

1) 关注孩子，实现高质量陪伴 
孩子在发展的过程中，是非常依赖家长的，家长玩手机忽略孩子，会造成孩子缺乏安全感，而且在

特殊的情境下会直接影响孩子生命的安全。为实现孩子健康、全面而个性的发展，关注孩子，尤其是在

亲子活动中，家长放下手机，一方面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实现高质量陪伴，使得孩子在每次的活动中

都能有不一样的体验；另一方面也能够使家长沉浸在孩子的世界里，放松心情，改变只有通过手机才能

实现身心的放松、愉悦的观念。拿起手机陪伴孩子带来的更多得是影响孩子的发展，只有放下手机，亲

身的投入才能实现有效陪伴，才能够真正地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促使孩子获得安全感。安全感的建立

是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的最主要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发展孩子健康积极的人格。 
2) 自我克制，发挥榜样作用 
父母的言传身教胜于一切，只有家长在每次的活动中尽量做到不玩手机，参与有意义的活动，传递

给孩子就会是积极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家长玩手机而让学生去学习、去思考，最终到达的一定是“身教

不一”。这只会在孩子面前失去信服力、威信力，对孩子未来其他方面的管教埋下一颗“雷”。只有家

长自己树立好的榜样，孩子有了好的模仿的范例，才能为孩子实现自律打下基础。换句话说，在他律的

约束下，最终实现自律。当然家长使用手机也会有相应的工作需要，一定要与孩子沟通说清楚使用手机

的原因，真正做到对孩子的尊重。在家长的榜样示范下，孩子是最好的学习者，孩子一定能够看到，能

够树立正确的手机使用观。 
3) 积极沟通，走进孩子内心 
有很多的家长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内心，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渴望的是能被理

解，能被爱包围。在不一定了解科学的方法教育孩子的时候，就更应该放下手机，保证陪伴孩子时间的

充足，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细心的交流和沟通，进一步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在不断的摸索中了解自己孩

子最真实的想法。因为处于这一时代的孩子发展不在单单满足生理的需求，更多的是实现内心的发展，

因此家长更要明白孩子内心的感受、想法，采取相应的措施去丰富孩子的内心世界。当然在与孩子的沟

通交流中，也会潜移默化树立孩子的正确价值观，让孩子成为有思想、有内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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