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 何 避 免 儿 童 沉 迷 网 游 ？ 当 前 这 种
“学校严管、家长补偿、市场放任”方式无
济于事，需要建立“统一买单制”，多方协
同，齐抓共管，用机制来引导，用爱来疏
导。

近日，一篇文章 《怼天怼地怼王者荣
耀》 在网络迅速传开，随后各家媒体纷纷
报道，一时间儿童沉迷游戏这一老话题又
一次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作者在文中
坦言关注孩子沉迷网游的现象已很长时间
了，已经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甚至
认为智能手机游戏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黑
网吧”。

尝试破解这一难题，首先要弄清楚孩
子为何会沉迷于网游。笔者认为有以下 5
个原因。一是社交的渴望。二是陪伴的缺
失。三是发泄的突破。四是自我的回归。
儿童对自我的定位伴随着对自我同一性的
认识，儿童对“我是谁”的回答代表了对
自我的认识。五是家长的纵容。这种纵容
来自家长对儿童过重课业负担的心理补偿。

如 何 避 免 儿 童 沉 迷 网 游 ？ 当 前 这 种
“学校严管、家长补偿、市场放任”方式无
济于事，需要建立“统一买单制”，多方协
同，齐抓共管，用机制来引导，用爱来疏
导。首先，作为网游的审核批准单位，新
闻出版机构需要提高游戏准入门槛，认真
审核游戏内容，逐步杜绝类似“荆轲是一
位女刺客 ”等混乱游戏者历史认知的内
容；其次，开发方必须改变单一的利益驱
动模式，做出强制性举动，筑起网游沉迷
绿色堤坝，严格限定游戏的准入年龄、游
戏时间，建立由家长监控的通道。尽管有
游戏公司推出“限制每天登录时长”“强化
实名认证体系 ”等措施，但能否落实到
位，仍是未知数。

作为家长，要改变简单的心理补偿思
想，多陪伴，多有效陪伴，没有爱就没有
真正的陪伴。学习不是儿童的全部，不要
将学习填满儿童的所有空间，要一起寻找
适合的游戏，在游戏中沟通心灵，破除儿
童的孤独感。另外，家校要紧密协同，改
变学校紧家长松的管理现状，不仅堵还需
疏，家校多开展共育活动。学校还可以开
展游戏小辩论等，引导孩子理性认识网游。

没有爱，就没有孩子真正的成长，没
有机制，就没有良好环境的创设，唯二者
协同，方可将孩子拯救出虚拟的网游世界。

《中国教育报》2017.7.4 文/王凯

人生就是一连串“偶然”结合而成
的。那么，我们如何掌握背后的“必
然”，从而增加“选择决定”的确定性呢？

“此后 20 年，即使大家每年只做一
次有两种不同结果的重要选择，20 年
的累积，最终也将带来超过一百万种
可 能 性 （ 注 ： 2 的 20 次 方 为
1048576）。”近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院长刘俏致 2017 届光华管理学院毕业
生的演讲走红网络：“20 年后的你，其
实只是这超过一百万种可能性中的一
种；20 年后的你，是一百万分之一的
偶然。然而，这偶然的背后却有必然
——你的选择决定你未来的模样。”

怎样成就我们这“一百万分之一的
人生”呢？刘俏院长给出了自己的三
点建议：智慧决定我们这“一百万分
之一的人生”的高度；包容决定我们
这“一百万分之一的人生”的厚度；
对自己真诚！这将决定我们这“一百
万分之一的人生”的强度。

“偶然的背后却有必然——你的选
择决定你未来的模样。”其实每个人的

成功或失败，回头看往往都充满“偶
然性”。例如，很多贪官一念之间的

“偶然”行为，导致了“必然”的悲剧
人生。可以说，人生就是一连串“偶
然”结合而成的。那么，我们如何掌
握背后的“必然”，从而增加“选择决
定”的确定性呢？

刘俏院长感叹：“20 年后的你，是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还是把
人生看成交易，忙于用生活去置换财
富？……”，他给出了智慧、包容、真
诚等答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将
自 己 的 人 生 设 定 成 “ 尔 虞 我 诈 ” 或

“交易人生”的模式，每个人设定的结
果一定都是美好的。其实，人从孕育
到一出生的第一声啼哭都是处于同一
种 “ 无 知 ” 状 态 ， 为 何 却 出 现 各 种

“异象”呢？
“ 锚 定 ” 是 行 为 经 济 学 解 释 “ 异

象”一个重要学说。“锚定”是人类极
为常见的心理活动，人们在各类决策
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将自己对未
来的估计或已经采用过的估计联系起

来，而且非常容易受到他人或环境的
影响。当人们对某件事件进行“好与
坏”“所带来的后果”进行估测时，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与坏”“对与
错”。一切都是相对的，关键在于你如
何定位基点，这个定位基点就像“一
只锚”，它定了，评价体系也就定了，

“好与坏”“对与错”就评定出来了。
欲望是改变我们“锚定”的最根本

原因，但并不是所有欲望必然导致不
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不必企图以无
欲无求来锁定自己的“锚”，这是做不
到的。其实，“锚定”改变并不可怕，
关键在于“锚定”什么。

如果我们将“锚定”目标定位于一
些 具 体 的 利 益 得 失 ， 很 容 易 迷 失 自
我。“善”“勤”“俭”等正确的价值观
几乎从来没有改变，不确定的人生只
有坚守价值锚定，才不会导致“人生
的小船说翻就翻”。也唯有如此，才会
在 “ 一 百 万 分 之 一 的 人 生 ” 中 “ 锚
定”你的“未来的模样”。

环球网 20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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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万种人生中“锚定”自己

沉 迷 网 游
何 以 解 忧

2017 年上海市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
今天在上海交大附中嘉定分校举行。来
自本市 24 所高中的百余位学生，经多方
调研和论证，撰写了 24 份事关城市发展
的高质量民生“提案”，在关注城市发
展、参政议政方面颇多真知灼见。

据去年发布的我国老年人走失状况
白皮书显示，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 50 万
人，平均每天就有约 1370 人走失。曹杨
二中黄妍、叶雨彤等提交了 《关于建立
预防和寻回走失老人机制的提案》。同学
们走访了本市一些为老服务站，建议政
府部门完善为老人提供定位器并做好后
续检修、更换的服务。其次是为有需求
的老人定制“二维码胸章”，内含老人住
址和监护人信息。

当下，各式网络直播节目也吸引了
不少青少年粉丝，其良莠不齐已引起了
社会的高度重视。奉贤中学金琦、高繁
昕等在提交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主
播市场的建议》 中提出，针对主播，建
议完善网络实名制，除了身份证号认
证，还必须上传本人手持身份证的正面
照，以防止有人冒用身份证或“一证多
人用”；针对受众，建议使用打赏功能时
也需身份证实名认证。

西南位育中学陶泽成、黄汀越等提
交的 《关于快递外包装标准的提案》，直
指现在猛增的快递包装垃圾泛滥和污染
环境的问题。同学们建议细化并完善目
前国家出台的快递包装标准，对包装材
料、包装大小进行标准化定制，从而达
到规范和减少浪费的目的。

《新民晚报》 2017.7.2 文/王蔚

7 月 5 日中午 11 点，浙江衢州城
南某小区的地下车库里异常闷热潮
湿。18岁的高中毕业生方正天挥舞着
鼓槌，专注投入，时而急促时而缓慢
地敲出有节奏的鼓点。他是一个数学
长期考不及格的偏科生，150 分的试
卷，估计得分也就20多分，很可能只
有十几分。

他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鼓手。上

个月，他被美国麦克纳利史密斯音乐
学院录取，下个月中旬他将去美国求
学。“我想做一名优秀的鼓手，我希望
我能成为李宗盛那样的音乐人，希望
我的作品能感动别人。”方正天说。从
一个普通甚至有些偏科的孩子，到一
个用爵士鼓敲开国外音乐学院大门的
鼓手，方正天放弃高考却争取到了人
生的另一种可能性。 新浪网 2017.7.7

7 月 4 日，有网友发微博称，四川
音乐学院一门课程结业测试的试卷很
特 别 ， 一 道 多 选 题 中 居 然 有 一 项 是

“敢不敢试试选这个扣分项?”，不少网
友吐槽试卷真奇葩。对此，记者联系
到该课老师余柯，他表示这样出题已
有四年，这类试题只占一小部分，目
的是为提高学生参与感、活跃度。

考题很有趣，其中有一个题是这
样设计的——健康的身体是良好的音
乐律动触发载体，以下哪些选项会导
致律动传感的破坏？

A.生理期的时候想吃雪糕，为了
健康着想，特地买红枣口味的吃;

B.减肥期间想吃薯片，听说黄瓜
能控制体重，于是特地买了黄瓜味的;

C.长时间玩手机会怕损害视力，
于是把壁纸换成绿色的;

D.为了养生，在雪碧里放人参，

啤酒里放枸杞。
作为中文系毕业生，显然我不知

道我内心的答案对不对，但并不妨碍
觉得这套题有趣。想必那些做完这套
题也不知道答案的考生，也会对这样
的考题记忆深刻;考完之后，立马想找
到答案。

说实话，能出一套这样考题的老
师，还是少数。老师从身边的日常生
活出发，设计考题，看似戏谑，实则
用心。不信，回忆一下我们的试卷，
是不是差不多一张都是一副“面孔”？
死板、僵硬，了无生气。

其实，类似四川音乐学院的奇葩
试题，远在 1932 年的清华国文试卷里
就出现过。1932 年，清华大学入学考
试 的 国 文 试 题 中 有 一 道 对 对 子 的 小
题，题目是“孙行者”，求对句。试
毕 ， 高 中 者 仅 一 人 ， 所 对 为 “ 胡 适

之”。这个人是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
的周祖谟。这个答案简直震烁时空，
人们至今仍然报以激赏。后来人们发
现，出题者不是别人，乃大学问家陈
寅恪。

能拿孙猴子出题，用自己的好朋友
做答案，这样的考题，奇葩吗?看似奇
葩，一般人估计也没这魄力与能力出。

作家阿城也讲过著名考古学家张
光直先生的一件趣闻。张光直先生招
研究生的时候，总要问面试者：你吸
过大麻没有？弄得学生左右不是：说
吸过吧，担心不被录取，所以都说没
吸过。其实，张先生也不是无缘无故
问这个问题。张光直对青铜器美术研
究 很 深 ， 而 古 人 刻 在 青 铜 器 上 的 纹
样，很多表现的是服食大麻之后的狂
欢场面。

张先生问这个问题，也就是想了
解一下大麻对艺术到底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这个题也够奇葩吧？背后却是
对学术的深切探讨。

所以，对四川音乐学院流行学院
余老师出的这套考题，也没必要觉得
大 惊 小 怪 。 只 要 能 调 动 学 生 的 积 极
性、能动性与求知欲，这样的考题，
算 不 上 奇 葩 。 如 果 让 我 再 做 一 次 学
生，这样的考题不妨来一打。

《新京报》2017.7.6 文/二号少女

高中生递交“提案”：

为城市发展献策

这样的奇葩考题，请给我来一打！

期末考试题 四川音乐学院期末试卷

偏科的孩子用鼓敲开音乐学院大门偏科的孩子用鼓敲开音乐学院大门

“敢不敢试试选这个扣分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