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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中小学生网络成瘾的原因与教育对策 
◆陈兴龙 

（辽宁省新民市大民屯学校  110300）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给人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学

习、工作和生活之路。但人们在享受网络这把“双刃剑”给大家
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它的负面作用。“网络成瘾”是
不容忽视的，它带来了全球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中小学生是
网络成瘾的高发人群。中小学生网络成瘾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因
网络成瘾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悲剧：有的深陷网络，欲罢不能；有
的性格变异，打骂父母；有的休学辍学，沉沦虚拟世界，甚至走
向犯罪。 

一、中小学生网络成瘾的原因 
网瘾问题的成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既有家庭的原因，也有

青少年自身的原因，还有社会管理滞后、失控等因素。 
1、家庭教育缺失或不当 
家庭是人实现社会化第一场所，是未成年人了解社会的第一

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良好的家庭教养可以
给未成年人积极向上的影响，促使他们健康成长。但当代今有些
家庭对孩子教养功能存在严重的错位或缺失现象，家庭教养方法
不当，轻者会使孩子染上网瘾恶习，重者可能导致孩子走上违法
犯罪道路。家庭教育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亲情过剩：有些家长对子女百般呵护，娇生惯养，溺爱
过度，一切包办，父母视孩子为掌上明珠，过分的宠爱，会使孩
子养成自私任性、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惯，长大后就很容易变得骄
横霸道、争强好胜，甚至道德堕落。据资料显示，有些家庭对孩
子提出的物质要求满足的（有求必应）占了 30.5%。 

2）放任不管：有些父母对子女只养不教，甚至提出“小愚
式”教育。认为孩子“年幼无知”、“树大自直”，明知孩子已出
现了问题仍无所谓，等他们长大了自然就“懂事”了，对子女的
问题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一些家长只顾自己拼命挣钱，对子女
放任自流，不履行教育职责。致使这样的孩子在家里得不到温暖，
在学校里又得不到尊重，逐步变成性格内向孤僻、人生目标不明
确、容易网络依赖，成瘾。父母也多是出事后才知道着急。 

3）管教过严：有些父母对子女走向另一个极端，目标过高，
不是根据孩子的实际心理年龄给予合适的指导，平时不是指导孩
子去独立面对困难，而是代替他们去做事，遇到挫折和困难难以
承受压力，缺乏对事物的独立判断能力，由于精神上寄托缺失、
人际关系处理、自我管理方面一系列的问题产生，导致很容易在
虚拟世界中寻找归宿。这样家庭的家长几乎都不玩网络游戏，在
教育指导孩子上网时没有权威性及充足的理由手段说服孩子玩
网络游戏危害。这些缺陷为孩子远离父母约束后沉迷“网瘾”埋
下了隐患。更有些父母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要孩子无条件服从，
否则就视为“大逆不道”，一旦出了问题（网瘾）就采取打骂体
罚等过激的教育方式。这样的家庭管教方式与网瘾后心理人格障
碍结合，极易造危机出现意外事件发生。 

2.中小学生自控能力欠缺，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心，难于
抵制网络的诱惑 

中小学生与成年人相比，其自制性和自律性较为逊色，而他
们对外界的各种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
下，抱着试一试、看一看的心理接触网络，但一旦接触网络，便
难于抵制网络的诱惑。中小学生控制情绪的能力不强，受到挫折
后情绪不稳定，使得他们不自觉地去寻找一个能满足自己的世
界，网络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条件。他们在网上往往被层出不
穷的新游戏、新信息所吸引，以致急于摆脱学校、家庭的教育，
丢开书本，在网上追求个性和成人化倾向，网络恰好为他们提供
了这样一个虚拟的空间。他们更愿意在网络中寻找朋友，避免在
现实中与人面对面门交流时出现焦虑等不良情绪。 

3、社会管理失控 
首先，网络游戏设计者借青少年强烈的独立意识，渴望从成

人管教和控制下解脱出来等心理特点及网络的自由化，迎合他们
的心理特征，想方设法让他们上瘾，这也是他们的目的。青少年
处于心理萌动期，人格尚未定型，对各种外界刺激及新奇的东西
会表现出一种潜在的本能亲和力，就很容易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

寻找归宿。 
社会上毒害青少年的游戏机泛滥成灾，加之这些场所的责任

人昧着良心追求利润，不顾禁令，让未成年人进场消费，使这些
涉世不深、年少无知、社会阅力和生活经验十分匮乏、看事物简
单、想问题粗浅的孩子们，为寻求新奇刺激想入非非，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结果难以控制自己，不能自拔而沉沦网瘾。网络游戏，
电子游戏机无异于“电子海洛因”，是诱发毒害青少年的罪魁祸
首。 

二、中小学生网络成瘾的教育对策 
网络成瘾已经给中小学生的健康快乐成长带来了很大的危

害，但网络是现代人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上网终将成为必然趋
势，探索可行性的对策可以有效防范、控制并矫正中小学生网络
成瘾。 

1.提高家长育人水平，适时与孩子沟通交流，更好地推进家
校共育 

家长应积极去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孩子的所需所想，
给孩子以关怀、理解与宽慰。通过家校联系来提高家长育人水平，
让家长更新育人观念，能很好地与孩子进行情感的沟通与交流，
如学校可以通过开展感恩教育等一系列有助于亲子关系和谐的
活动，来促进亲子间的沟通，帮助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学校还
可以开展培训班，增长部分家长的网络知识和提高网络应用水
平，使家长做好孩子利用网络的引路人，引导孩子有目的地汲取
网上的知识。 

根据调查，绝大多数家长对青少年网瘾的有关知识一无所
知，从而无法正确引导和预防孩子。孩子出现网瘾后，说服教育
无效后采取不冷静及粗暴的态度对待，如冷漠、讽刺、贬低或一
味的训斥，难以客观、冷静、公正、公平的态度对待，这就犯了
原则上的错误。如果孩子是网瘾早期，迷恋网络时间不断延长，
应及时与老师联系求教，共同帮助，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更有
利于孩子摆脱网瘾。如果等到孩子出现更为严重的心理障碍表
现，如撒谎、逃学、厌学等，可能就为时已晚了。因此，家长要
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网络，尤其是孩子所沉迷的游戏等，这样，与
孩子沟通时才会有共同语言，才能更好地换位思考。 

2、加强学校教育 
预防青少年网瘾形成，学校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及作用。我的

建议，从小学高年级到中学阶段，要在各年级开设网络素质教育，
不但培养青少年自主使用网络的能力，引导他们合理利用网络信
息，进行搜索及创新，帮助解决现实问题。互联网在我国正以特
定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青少年作为受教育者首当其
冲，因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也必须掌握网络这一先进的工具。
但怎样使网络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十分关键的。老师多与
他们沟通，并多安排一些他们所需要的活动，创造适合他们心理
的多种多样的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如举办艺术节、体育节、
出版园地等，以这些有益的活动来使他们的青春活力得到释放，
而不是让孩子百无聊赖，沉溺到虚拟世界之中。对一些迷恋游戏
的孩子，要正确的疏通引导，不要随便指责、打骂。及时发现学
生的一些异常现象，如突然成绩下降、自我封闭、独处不与人交
流、有厌学、抑郁和焦虑情绪者，及时了解和关注，帮助他们解
决面临的困难。必要时可以找专业的心理老师或心理医生帮助。 

3、创造有利于青少成长的社会环境 
加强对网络游戏和场所的管理，减少青少年过度玩游戏的外

部条件和接触的机会。政府要坚决打击网络犯罪，对于那些非法
建立色情网站，向中小学生传播色情等不良信息以及对那些利用
网络聊天工具实施网络诱骗中小学生的人，予以重拳打击。社会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网络信息监控和信息过滤，引导网络产业加强
文化建设，形成正确的、负责任的经营理念，为中小学生营造一
个健康良好的网络环境。 

面对五彩斑斓的网络世界，我们要积极防范、控制并矫正中
小学生网络成瘾，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使用网络，培养适应信息
化社会需要的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