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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家校合作干预分析 
◆李韦嫦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柳州  545004） 

 
摘要：中学生是网络游戏最大的用户群，沉溺网络游戏将严重危害其身

心健康，阻碍其学业顺利完成。本文从应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家校合作必

要性、合作内容进行分析，提出构建家校合作机制、利用家校合作平台
有效应对的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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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显示，在参与大型网络游戏的用户中，年龄段在
10～19 岁的用户群体最大，其比例高达 42．4％；同时，年龄段
在 20～29 岁的用户比例达 37．5％ [1]。由此可见，学生是网络
游戏的最大用户群，中学生（包括初中、高中、中职生等）又是
该用户群中的主体。中学生刚刚接触和使用互联网，一旦沉迷其
中由于自控能力较弱、逆反、缺乏监管等心理特点往往导致其深
陷其中不能自拔。在实际工作中，笔者发现部分学生由于沉迷网
络游戏而导致人际交往圈子缩小，抑郁和孤独感增加，经济负担
加重，有的甚至对其身心发展和学业完成造成严重的危机。研究
中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的原因并采取合理有效的干预策略以助其
顺利从中解脱并完成学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应对网络游戏成瘾，家校合作的必要性 
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学生接触网络、获取网络信息的自

由度、主动性越来越大，干预难度也随之加大。由于中学阶段的
特殊性，学生主要通过电脑、移动通讯工具接触网络及网络游戏，
例如，通过网吧的公共电脑、智能手机等工具随时随地上网玩游
戏。在校学习和假期在家都有机会接触到网络游戏，因此中学生
沉溺网络游戏在时间监控和空间监控等方面相当复杂，学校与家
庭的合作应对变得非常重要和必要。 

在干预沉溺网络游戏的实践中，由于学校与家庭的协作性与
合作性不够，导致干预工作无法有效进行。例如，一些学校对于
家校联系不够重视，未能及时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密切联系，
当学生离开学校回到家中，学校的教育和干预工作便无法进行，
经过周末、寒暑假等，学生再次沉迷网游，在校期间的教育干预
前功尽弃。再则，有的学校与家庭的合作过于单一，仅仅把学生
的学习表现及考试结果通报家长，没有形成长效合作干预机制，
很难确保合作干预的有效进行。 

因此，努力凝聚家庭力量应对中学生沉溺网络现象，通过指
导家长，形成家校合作干预的模式有利于干预持续有效地开展。 

二、网络游戏成瘾应对中家校合作的内容 
学校的德育工作是德育阵地的主体，学生的德育阵地还可以

延及家庭、社会两块教育阵地。因此，家校联手，充分发挥学校、
家庭的作用，在干预网络游戏成瘾中就成功了一大半，家校合作
的内容主要包括德育认知和应对操作技能训练两个方面。 

德育认知是指家长对德育知识和理论的认识和了解。所谓先
知而后行，家长德育知识的掌握情况将直接影响干预的效果。在
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主要有两大压力：一是
时间的压力，表现为家长没有时间管理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二是
知识的压力，每位家长的文化水平不同，面对孩子沉溺网游的现
象，由于缺乏干预指导而束手无策。指导家长有效地获取德育知
识，并能在应对实践中加以运用是家庭德育至关重要的因素。学
校对家长的德育学习能力进行培训，内容包括：（一）培养家长
基本认识技能，如德育知识的感知能力、德育思维能力；（二）
提供知识获取的学习平台，让家长有途径获取德育知识和应对策
略；（三）构建包括家长课程、家长培训、及同辈帮助的资源平
台，以满足家长的知识需求。 

不同的工种有不同的职业操作，把应对学生沉溺网络游戏视
为一种教育工作，学校教会家长学会如何上好这一“课”即是应
对操作技能训练。学校可以通过专题培训的方式指导家长获取网
络游戏的知识、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技术、设计教育任务、评估孩
子心理与教育效果等，做相应的、针对性的操作训练。 

三、干预策略 

（一）构建应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家校合作机制 
家庭和学校积极合作，共同支持孩子的学习、心理健康，朝

共同的教育目标发展。尽管家校合作已被人们认同，但是在具体
实践操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许多家长在家校合作中都表
达诸如“工作忙，没时间管理孩子”、“孩子交给老师了，怎么管
我们家长没有意见”等等，这表明，有许多家长缺乏参与教育的
意识[2]。 

为提高家长的合作意识，学校可以根据网络沉溺的发生、发
展、消除特征，有针对性的向家长开设培训课。通过开设培训课
使家长系统地认识学生网络沉溺发生、发展与及有效干预的内
容、程序、方法及要求，并在学校德育教育的指导下进行干预技
术训练，使家庭有效地参与到应对过程中。 

为保证家校合作干预的持续进行，学校可以开设家长德育讲
堂活动，吸引和凝聚家庭力量，形成家庭团队，并在第一时间让
家长参与到干预工作中。针对家长有自身工作及时间等诸多限制
因素，学校可以采取两种活动方式：第一，情况比较严重的学生，
家长可以分期到学校参与德育讲堂，通过讲堂现身教育与感化学
生，同时这也方便家长对学生开展跟踪式教育；第二，德育讲堂
定期开展，每期邀请 1-3 位家庭参与，现身说法，教育广大学生，
同时这也使得学生与家长有面对面的交流平台。 

（二）利用家校合作平台有效应对 
家校合作平台指学校与学生家庭之间建立交流沟通共同开

展教育活动的平台，例如家长培训、参与德育讲堂、家庭主题班
会等活动，可以对家长德育应对能力进行系统的训练。其次，家
校合作平台是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可以训练网络游戏成瘾的学
生通过家长、教师的通力合作，使得网络沉溺者面对现实、回归
现实。再次，家校开展多样化的合作平台，可以使家长分期式及
选择性的参与互动，方便家长对学生跟踪教育，有利于家校合家
应对的持续进行。 

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家校合作平台这一合作模式，开展形式
多样的合作应对活动，构建家长德育技能应对训练平台，为应对
中学生网络游戏成瘾提供了有效的训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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