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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对中学生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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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手机不仅影响了成人的世界，也极大的影响了学生的发展。中学生处于形成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阶
段，手机对学生的认知、行为、学习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手机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可以加强与父母朋友间的沟通，上网

功能可以方便学生查阅资料。同时，手机对学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阻碍作用。通过分析手机对学生认知、行为、学习

等的影响，针对手机带来的不良影响，提出建议。

关键词：手机；初高中生；发展

中图分类号：Ｇ６３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８－００３３－０２

１　手机对中学生发展的促进作用
１．１　手机作为沟通工具，促进感情交流

近几年来，手机已明显趋向大众化。小学就拥有手

机的儿童也有，初高中生更加普遍。当然，手机对初高中

学生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手机

的通话功能方便初高中生与亲人之间的联系。随着经济

的发展，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强，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到离

家较远的城市学校上学，父母与孩子处于分离的状态。

这些初高中生过的是一种独立的生活，他们远离家人。

通过手机，可以即时告知父母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近期

思想动态，或者就学习生活中的麻烦寻求帮助。手机在

无形中拉近了孩子与亲人的距离，加强了情感的交流。

从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可知，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处在自我同一对角色混乱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父

母的关心与倾听，从侧面帮助孩子形成角色统一，顺利渡

过青春期。而对于一些学校离家较近的孩子来说，手机

能方便与父母联系，不错过父母接送其去学校的时间。

其次，学校对学生管理也越来越依赖手机的通话和短信

功能。现在很多学校在学生报到时，都留下了家长的手

机号码，学校有什么事情会通过短信的形式告知。使得

家长更加及时的知道学校举行的活动、考试、放假等消

息。通过学校不时的反馈，父母能更加准确的知道孩子

在学校的一些情况，更有利于对孩子进一步的了解，父母

也能更好的了解照顾好自己的孩子。现在很多学校采取

手机短信提醒父母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方方面

面，家长可根据需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通过手机，父母

也可及时与孩子进行沟通，这也加深了亲子之间的交流，

有利于增进感情。

１．２　方便学生查阅学习资料，增长知识
随着手机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手机的功能越来越

多。手机应用软件也注意到学生这个群体，开发了许多

贴近学生学习的应用软件，如有道词典、新华字典、成语

词典、给力背单词等软件，可以帮助学生用来学习。传统

的字典都是几百页一本，携带不方便。有了手机这个工

具，可以提前下载好这些应用软件，遇到不懂的知识，就

可以拿出手机查找资料［１］。手机不仅体积小方便携带，

而且拥有强大的知识储备，极大地方便了初高中生查阅

工具书。对于手机这样的功能，很多学生都是非常青睐

的，省时省力解决了学习上的一些困难。同时，初高中阶

段学习的东西很多，许多知识学生都不会一下子就能理

解，手机具有上网功能，弹指间就能通过百度查阅到自己

需要的资料。手机的上网功能让学生能在最短的时间搜

集到所需材料，也使学生能够了解到一些自己感兴趣领

域的知识，扩大知识面，对学习有着促进作用。

２　手机对学生发展产生的阻碍作用
２．１　手机阻碍一些孩子与家长的交流

日常生活中，手机的存在也不利于孩子与家人的沟

通，扩大了隔代之间的距离。卢梭曾说过：“家庭生活的

乐趣是抵抗社会风气毒害的最好良剂。”［２］真实、爱、温

暖、不孤独———始终是人类感情需求的主体。随着社会

的不断进步，家长都外出工作，白天在公司上班，下午 ６
点后才能回家，有些甚至晚上要加班。不规律的工作，导

致父母与子女间的沟通时间变少，有些父母根本就没时

间坐下来与孩子一起聊天。学生放假回家，因父母加班，

没事时要么看电视，要么用手机上网玩游戏，而当父母有

事情时，也会找借口推脱，很少主动帮父母做事。数码产

品逐渐一步步控制着人们的生活，虽然它们快捷、方便，

但是渐渐的，人们不再愿意行动，不愿意与社会交流，反

而更愿坐在沙发上当拇指一族。曾有新闻报道，一家人

聚餐，餐桌上的年轻人都是每人一个手机，或上网聊天，

或刷微博，就是没人与老人沟通。结果是：老人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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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席。

２．２　过多手机使用对身体健康与学习产生不良影响
手机的显示屏伴有辐射，过于强烈的刺激或者长时

间的注视，使儿童视觉神经疲劳，容易对人的眼睛造成伤

害，甚至导致近视、青光眼的产生。同时，学生沉溺于玩

手机就会对其他活动兴趣减弱。过度使用手机会使参加

外界活动的时间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变得不再

好动，对身体健康不利。同时，对学习产生不良影响。部

分同学上课都在使用手机，对于老师提出的问题和警告

充耳不闻，影响上课气氛和课堂互动。有的学生或发短

信、或聊ＱＱ，一方面降低了听课效率，耽误学习，同时也
影响老师的上课心情，甚至在老师再三警告无果的情况

下，会发生老师训骂学生和摔学生手机的过激行为，影响

师生情谊。有些学生上课不认真，对学习兴趣不大，考试

的时候就想舞弊，手机成了考试舞弊的工具，不利于良好

学风的形成。

２．３　不良信息使学生认知产生偏移
经常看新闻的人会发现，现在的报道负面消息很多。

中学生已不再是那个唯父母是从的幼儿，他们容易受到

外界的影响，这时候需要父母细心的发现问题并关心孩

子。缺少父母关心的儿童容易在心里形成一种孤独感，

时间一久，孩子与父母间变得不再沟通，没有共同语言，

距离越来越远。这时，就会向外界寻求依靠，手机刚好弥

补了这个空缺。用手机可以上网，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找

到安慰。手机ＱＱ、手机小说、手机游戏等，可以用来打发
无聊时间。弗洛伊德认为游戏也有潜意识的成分，游戏

是补偿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和克服创伤事件的手

段。中学生与成人一样，在生活中也有种种欲望需要得

到满足，由于生活环境的限制，有些欲望是不为客观环境

容许接纳的，从而使内心产生焦虑。游戏则是一种保护

性的心理机制，它能使孩子摆脱现实的强制和束缚，尝试

不能在现实中实现的冲动，缓和内心的紧张，发展自我的

力量以适应现实的环境。手机在儿童缺少父母关心的时

候，充当了亲密伙伴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如果不

能过滤掉一些不良信息，就会使认知朝错误的方向发展。

初高中生正是形成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关键时

期，手机网络上不健康的内容会让一些无法做出正确选

择的学生误入歧途。观察周围不难发现，有的中学生有

时会让人觉得冷落麻木，缺乏年青人该有的真诚和善良。

这也是太多的负面消息传递给学生而使学生失去对美好

的向往。

２．４　认知产生的错误，导致行为上的偏差
中学生处于一个尚未形成成熟思想的时期，做事的

行为很多都存在不理智现象。很多学生在对手机的品牌

上，有一种攀比心理。许多学生要求父母给自己买名手

机，基本拒绝山寨版，对于家庭富裕的孩子来说这个要求

很容易满足，可是对于家庭条件差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

很苛刻的要求。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不懂事，也不会替父

母考虑，只有父母顺从自己才是爱自己，这样使得与父母

的关系变得紧张，很多学生因为手机这一小事与家人产

生隔阂。曾有新闻报道过，有学生为了买苹果手机瞒着

家人去一些不正规的医院做卖肾手术。这是一种疯狂的

行为，是一种不理智的做法，为了物质上的满足不惜损害

自己的身体。

３　建议
３．１　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初高中阶段是学习的黄金时期，学生最重要的任务

是学习，同时要懂得劳逸结合，休息的时间不是用来玩手

机的。父母可以培养一些和孩子共同的兴趣，让孩子能

学的开心，玩的尽兴。加强与孩子沟通，处于青春期的孩

子敏感、情绪多变，需要细心的关怀。如果孩子的一些需

求得到了满足，就不会过多的在手机上寻求安慰，而是更

加积极乐观的去探索更多现实社会的知识。除去手机沟

通的功能外，父母一定要培养好孩子自制的能力，过分依

赖手机，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

３．２　加强管理，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机
学校要制定相关措施，严禁学生上课时间使用手机。

上课时候手机突然发出的声音，会影响上课的秩序，这对

老师和同学都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同时也要教会学生

主动过滤不良信息，自觉地不去接触不健康的内容。初

高中生很多思想都还没成熟，这时候需要学校的正确引

导。学校的任务不仅是教会学生怎么读书，更应该教会

学生如何做人，培养一种良好的品德。

３．３　关注学生自身修养，避免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不仅要会学习，同时要懂得

去处理学习与生活的关系。一些学生不堪忍受学习的巨

大压力，用其他的方式来释放这种情绪。很多学生沉溺

于手机游戏、手机网络交往，逃避学习。针对这些，学生

应该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价值观，加强自身修养。学生要

培养自己各方面的兴趣爱好，多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远

离手机游戏、手机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

手机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带来的影响是一分为二

的，正确的引导中学生使用手机，让手机变成有助于学生

学习的工具。正确合理的使用，会对学生学习的进步产

生很大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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