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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中学生使用手机的现状及对策
闫阿妮

（甘肃省陕西师范大学平凉实验中学，甘肃 平凉 744000）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无论是成年人、青少年还是儿童，人手一部手机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必

然现象。中学生的思想尚未成熟、自控能力比较差，容易被外界的信息所干扰，在面对这个“手机横行”的时代，农村中学生真的合理

利用手机了吗？本文主要从当代农村中学生的手机使用现状和对策，做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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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加深，农村教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如何在信息泛滥成灾、游戏痴迷不觉的年代，保证中学生合理使

用现代设备——手机，是所有老师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在实际的

初中管理过程中，老师不应该一味地采取强制性的禁用手段，而

是应该从学生的成长特点出发，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到手机的利

与弊，帮助学生成为手机的主人。

一、当代农村中学生的手机使用现状

虽然手机的普及给农村初中的学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如：

学生跟外出打工的家长联系更加方便，增进了家庭之间的距离；

学生自主查阅其他学习资料更加方便，减少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

育之间的差距；学生之间的友谊保持比较方便等。但是不可否认

的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的学生沉迷与网络聊天、视频

追剧或者手机游戏等，导致学生的学习精力不够，经常会出现课

上不认真听讲，课下不及时完成作业的情况，进而造成了学生的

学习成绩不太理想，学习更加吃力；很多学生没有真正意识到手

机的正确用途，大多数“所谓的”用手机来学习的说法，不过是

学生们在网上找参考答案，以便应付老师留的课下作业而已，不

利于学生的深入学习；攀比成风，很多初中学生存在明显的谁的

手机更时尚、谁的手机更贵的攀比心态，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

不良信息的充斥，很多学生在用手机时经常会被很多的不良信息

所引诱，而中学生的好奇心理会促使他们打开、查阅，长此以往，

学生很容易走上歧途。

二、农村中学生使用手机的对策

（一）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

教育是一种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胜任的，也

不是学校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必须要两方面结合才能得到充

分的功效。在面对农村初中生使用手机的情况时，老师和家长要

经常沟通，要做到“信息共享”，要从学生的性格特征、人际关系、

认识水平、兴趣爱好入手，分辨孩子玩手机的目的是什么？并且

要同时要对孩子的手机使用情况进行一定的监督，以便“因材施教”

采取不一样的应对方法。

面对自控能力比较强，用手机的目的只是用来学习或者短时

间的放松时，如：用手机阅读一些有益的电子书，会看一些教学

视频，玩游戏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等，那么老师和家长应该支持。

面对沉迷于手机无法自拔、用手机谈恋爱、进行盲目攀比，

不好好学习的农村初中生时，老师和家长可以采取，先沟通，后“抵

制”的手段。如：老师和家长应该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

与孩子沟通玩手机的弊端，以及这样造成的后果有哪些，以便让

孩子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便做出良好的改变。其次，如果

孩子没有得到改变时，老师和家长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抑制手段，

比如：将孩子的手机换成基本的老年机、断网线，让学生不能上网，

等。但是无论采取怎样的手法，老师和家长一定要先沟通，切不

可盲目地进行主观意识的判断，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施行合理

的办法。

（二）增强学生对手机的全面认识

在农村初中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有意识的多向学生们传播

一些“合理利用手机”的信息，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目的。如：

老师可以举办“手机利与弊”的辩论大赛，鼓励学生们积极的参与，

在辩论比赛中，表现的好的同学，老师要予以一定的奖励，这样

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而且还能让学生们在辩论中

公正的审视手机的利与弊，有助于学生对手机的全面认识。老师

还可以经常与学生们分享一些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如：“割肾换

苹果手机”“沉迷手机游戏而猝死”等，通过分析一件件真实的

案例，可以让学生认识到合理使用手机的重要性，以达到生活化、

合理化教育的目的。

（三）增强榜样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面对农村初中生使用手机的情

况时，老师可以根据中学生的手机使用表现情况和综合素质情况，

在学校中选出“手机形象大使”，让这些表现优秀的同学起到榜

样的作用，以便引导其他的同学合理的使用手机。另外，老师和

家长是学生人生路上的引航灯，所以老师和家长也要起到良好的

带头作用，从自身做起，合理的使用手机，以便让学生“耳濡目染”，

引导学生做手机的主人。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面对农村中学生使用手机的情况时，老师和家

长不应该“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上认真的

分析，以便“因材施教”。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老师与家长要

多进行沟通，要增强学生对手机的全面认识，要发挥榜样的力量，

以便让学生能够真正合理使用手机，使学生健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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