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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上网系列之一

上网冲浪，对中学生充满着青春时尚魅力。许多一网情深

的中学生沉迷于虚拟世界不能自拔。家长们认为网络贻误了

孩子的学业，吞噬了孩子的精神，所以把网络视作“百慕大”，千

方百计地对上网的孩子围追堵截。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成都市

的谭先生，他自己虽然是在电脑城搞网络工作的，却阻止读中

学的儿子上网，因为儿子荒废了学业，成绩直线下降。为了抓

年获跟自己 打游击”的儿子， 月，他竟开出月薪千元的

条件，雇请一位“私家侦探”到网吧去跟踪小谭（。据《天府早

报》）

像谭先生这样的惊人之举虽然少见，但小网虫、小网痴的

家长们，多般对网络印象不佳并愤怒声讨，却是有目共睹的。

这实在是对网络的误解，对中学生有益“触网”的隔膜，对网瘾

成因的无知。

如果对网络不抱偏见的话，就得承认它代表世界科技潮

流。未来社会将是网络社会，一个人能否掌握网络技术，将是

能否适应未来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越来越多的国人认识到

这一点，所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月 日，中国网民达 万人，超年 过日本而位居世

界第二。现在的中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他们需要畅行未



来社会的通行证，所以上网注定要成为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美国教育部的一份调查报 年，美国就告显示，早在

有 的中小学生上网。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拨出专款，

为中小学购买电脑等设备并支付上网费。而新加坡政府则要

求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上网，并先后拨款 亿新元用于加强电

脑教学。在新加坡，家长禁止孩子上网是不可思议的事。

网络世界的博大堪称无与伦比。有人改编两句著名古诗

形容道“：无边资料萧萧下，不尽信息滚滚来。”教育专家认为，

上网能使学生学到许多课堂外的知识，可以接触多元的文化世

界，及早树立全球一体化意识，培养发散式思维和创新能力，网

络为素质教育提供了辽阔的绿洲。即使在“聊天室”流连忘返

的中学生，也可以借助高科技建立新型人际关系，通过不受职

业、地位、年龄、性别限制的自由而平等地交流，拓展交际视野，

锻炼交际能力。

实际上，不少中学校园的小网民都是玩并学习着，说孩子

上网荒疏学业往往是家长夸大其词，说孩子上网犹如误 百入

慕大”更是危言耸听。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杨主任认为，除了非

法网吧、黄色网站等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外，网络带给孩子正

面的东西远比负面的要多。当然，网络像把双刃剑，对网络管

理不力，对学生引导不当，不良信息也会对学生造成侵害，以交

友为主打的小网民也可能陷入网恋怪圈。但我们不能因噎废

食，应将“疏”与“堵”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应将

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在当前全国的家庭电脑普及率还不到

的情况下，也不宜将网吧同“三室一厅”简单地相提并论。

当然，学校能够管起来，那只会更规范、更具有指导性。现在，

许多地方、许多学校都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解决了家长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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