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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都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目前，伴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全面拓

展，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互联网对于社会的影响快速且广泛，这是由于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性的生活方式

得到了人们的普遍的接纳，且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导致人们在应用互联网的过程中具有高便利性、低付

出性，进而导致网络时代全面渗透着人们的生活。在过去，由于我国地区经济收益较小，乡村地区的儿童

的精神生活较为单一。网络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为乡村儿童打开了新的世界大门，是推动乡村儿童

精神建设的重要形式。但是，伴随而来的也存在较大的不利影响，乡村儿童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案例比比皆

是。本文将就网络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乡村儿童的精神生活的变化形式展开分析，希望能为现代乡村教育

过程中儿童的精神教育提出有效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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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和家庭对于孩子的重视

度不断提升，少年儿童作为国家的未来，其思想精神的建

设、教育过程的建设受到社会各家的广泛关注。网络时代

的到来使得少年儿童多了认识世界的工具，对于儿童的发

展具有积极影响。但是，网络又是一把双刃剑，网络的出

现带来了新的教育形式、延伸了新的教育手段，同时带来

了新的教育弊端，对儿童的精神生活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了

一定的不利影响。在我国，乡村地区一般伴随的是经济的

落后、文化素质的落后、思想意识落后等特点，多元化的

落后因素也是乡村地区发展困难的因素之一。但是，乡村

地区独有的淳朴、自然的人文文化也是乡村地区独特的精

神文化。网络时代的到来会为乡村儿童的精神生活的建设

增加丰富的人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会较为严重的影响到

乡村儿童质朴的思想特质的建设和发展。 

1  网络时代生活环境特征分析 

1.1  便捷、高效性 
在古代，信息交互的方式主要是依靠信件的邮件、以

及口口相传的形式，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不仅缺乏安全性

的和准确性的保障，效率也较低，由于古代交通主要以马

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信息往来的成本较高，不确

定性较大、便捷度较低。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

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的交互、资料的查阅，都能够保证其

便捷性和高效性。网络时代到来以后，乡村地区虽然受到

了经济、交通条件的限制，但是网络却以其强大的性能，

也深入到乡村地区，改变了乡村地区原有的便捷性能不

足，办事效率低的状况。 
1.2  交互性 
网络时代到来以后，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

性、高效性的改变，更多的加强了交互性作用。人们之间

的沟通性能不断增强，在网络环境的影响下，人们之间的

沟通形式完全网络化，不仅具有实效性的特点，还能保证

安全性，同时，交互性能的强大能够让儿童接触到更多的

时代信息，对于儿童的综合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是，

交互性能的增强对于儿童来说，意味着少年儿童接收外界

信息的速度更快、更广，随之而来的是信息无法得到筛选，

有效信息与不健康信息都在同等的信息模式下存在，对于

儿童的精神生活的健康发展存在不利影响。相比较而言，

乡村父母对于儿童的精神生活的重视程度不高，对于儿童

的教育仅仅局限于儿童的课业成绩，伴随着网络交互性的

不断增强，儿童受到外界信息的不断干扰，而在父母引导

性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儿童心理向不健康方向发展。 

2  不良影响分析 

2.1  思想观念 
乡村儿童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域限制导致儿童的思

想建设主要是依靠教育和生活环境，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

来，教育过程受到一定的冲击，生活环境也受到较大的影

响。网络能够帮助儿童更好的开阔眼界、解放思想，但是

当前网络的发展主要是面向成年人群体，因此，网络内容

对于儿童的发展具有不适性。尤其是对于乡村地区的儿童

来说，由于乡村地区大都生活条件较为艰苦，导致乡村思

想大都较为保守，城市与乡村之间、乡村与网络虚拟世界

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儿童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导致其

受到网络影响以后难以进行有效的分辨，不良信息在无形

中会渗透到儿童的精神生活之中，最终会对儿童的精神世

界的良性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2  学习 
网络时代的到来在丰富儿童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影响

精神世界的发展，尤其是会影响小学生的学习行为的良性

建设。对于乡村儿童来说，由于我国乡村地区大都还保留

着较好的自然环境，在没有网络的前提，儿童的生活方式

主要以学习为主、儿童群体的娱乐游戏为辅，但是在互联

网普及以后，儿童的主要精力开始被网络游戏、网上交流

占据。沉迷网络以后，乡村儿童由于精神世界较为单薄，

网络世界会较大程度的吸引儿童的关注，进而导致儿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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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大量的时间在网络上，最终造成注意力不集中等问

题，对于儿童来说会直接影响其学习的效率。 
2.3  行为习惯 
儿童时期是一个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的重要时期，

儿童时期人一般具有较强的模仿能力。网络时代的到来，

导致网络资源异常丰富，正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时期的儿童

在观看网络视频、听取网络音频的前提下，会不自觉的模

仿网络行为和网络语言。[1]由于农村地区经济条件较差，

多数儿童家长会外出务工、将儿童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

顾，隔辈溺爱会导致儿童的网络活动得不到正确的管理和

引导，最终会导致儿童愈发的依赖网络。但是由于乡村环

境与网络中所展现的环境存在较大的区别，导致儿童难以

分清晰的分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久而久之，影响儿童

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 

3  措施分析 

3.1  学校教育管理 
网络时代的到来，对于学校教育行为和学校管理行为

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给儿童发展带来了

两面性的影响，从学校角度来说，应该不断扩大积极影响、

消除消极影响。因此，对于学校来说应该不断优化、更新

教育管理理念，促进学生的良性发展。由于当前部分学校

依旧未能明确网络对儿童带来的影响，导致其过度的排斥

网络、或者过度的接受网络带来的积极影响。但是不论是

接受或者反对，对于学生来说都不是最好的方式，都会对

儿童的综合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学校在开展教育活

动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教育管理工作

的开展以乡村儿童的现实发展需要为基础开展。在管理制

度的制定过程中，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将关心儿童

发展作为教育管理的基础。 
3.2  教师加强引导 
首先，加强网络应用引导。现如今，网络已经全面渗

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儿童由于学习压力较小、导致其接

触网络的时间较多。儿童由于认知不全面，导致接受不同

信息的能力高于成年人。且由于乡村儿童的生活圈较为单

一，网络世界的多元化因素容易吸引到儿童。儿童在认识

到网络带来的便利性以后，就难以再回归到现实生活中，

难以与身边的老师、同学甚至是父母家人进行深刻的交

流。因此，教师应该抓住现阶段的学生心理，与学生进行

多元化的交流，引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的正确建设。同时，

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应该主动把握学生的心理的发

展，打造有效的引导策略，实现线上线下的同步拓展，引

导学生良好发展。 
其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世界具有迷惑性，儿

童在缺乏判断力的前提下，难以对网络世界所显现出来的

观点进行正确的判断。当儿童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时，会开

始将网络世界中的不良的行为带到现实生活之中。长此以

往会影响儿童的综合发展。[2]教师应该积极应对，根据学

生的日常行为分析儿童的心里发展状态。需要注意的是，

儿童也需要得到尊重，教师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

中，需要注意沟通的方式方法，采用需求式教学的形式进

行针对性教学。 
3.3  家庭教育引导 
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大部分儿童的父母

文化水平不高，且可能由于生计而外出务工，导致乡村儿童

长期处在缺乏有效监管、引导的状态下。父母作为孩子最好

的老师，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很

多乡村儿童来说，沉迷网络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正确的引导。

学校和家庭作为两个重要场所，都必须起到相应的引导作

用。若仅仅依靠校园教育，可能会造成儿童听懂了教师的引

导，但是由于无人进行长期的引导和监管，在回到家以后再

次沉迷于网络。因此，家长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家庭

教育，引导儿童健康发展。由于乡村父母的特殊性，可以采

用家校联合的形式，教师将需要家长配合的部分，与家长进

行有效沟通，家长按照教师的要求实施。同时，家长在日常

生活中应该主动与儿童进行交流，并在儿童进行网络社交的

过程中，利用举例子的形式引导儿童正确分析利弊。家长也

应该进行主动地、多方面的关心儿童的心理建设和发展，与

学生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避免学生沉迷于网络世界，引导

学生正确看待网络环境中所践行的价值观，进而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4  结语 

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给儿童的成长而带来了新的挑战。当今社会俨然已经

受到网络的巨大影响，但是网络环境却并非是完全的积极

健康的。乡村儿童，由于生活环境较为单一，在受到网络

环境中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以后会扭曲儿童的正

确的价值观的获得。学校、教师、家长应该积极行动，就

目前乡村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提出引导措施，共同推动儿

童的精神生活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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