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与中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
21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网络作为传播的一种新型媒介，已

经成为中学生了解社会、获取信息、增长知识、沟通交流的主要途
径，它既能传播先进的健康文化和思想，在中学生的思想意识形态
领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也能传播低俗文化和错
误思潮，形成不正确的舆论导向，从而影响中学生的思想道德认知。
笔者认为在中学生的人格塑造过程中，网络必须自我完善，提供一
个干净、健康的平台，承担育人的责任。

一、中学生健康人格的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对学生的人格形成与发展重视不够。 学

校家庭往往更倾向于政治品质培养，特别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
淡化了中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的形成，较少注重中学生心理倾向、
心理素质、健全人格等方面的导向与塑造。 有一份调查和分析材料
说，德国的家长最希望孩子的前三项是：第一是健康；第二是快乐；
第三是孩子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而许多中国的家长则不同，他
们第一希望孩子学习成绩好；第二希望孩子健康；第三则希望孩子
出人头地。所谓出人头地，多指孩子长大后能拥有巨额财富，超过大
多数人；或者拥有很大的权力，成为政治新星，等等。可见，除了都希
望孩子健康之外， 德国的家长和中国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内容有
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的结果是孩子沦为“考试机器”，过早地失去
了童年和少年的天真、淳朴；孩子的心理负荷特别沉重，对外在的社
会、他人的议论过分敏感，依赖性特别强，等等，甚至导致许多孩子
成为人格偏执、被动型、独立性差、性格忧郁、脾气古怪的“问题小
孩”，严重者会采取自杀的行为，从而造成生命不可挽回的损失、家
庭其他成员的极度痛苦和社会的严重问题。

中学生健康人格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要有独立的意识，能
够自立自强，自尊自信，能独立的分析事件，不依赖他人。 二是正确
的自我认可。 能够积极地开放自我，正确认识自己、分析自己、评价
自己，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坦然面对自身局限。三是和谐的人际关

系。能够以正确和客观的态度认识他人，从而宽容地对待周围的人、
事、物。 懂得自尊和他尊，在人际交往中具有亲和力和包容力。 既不
狂妄自大，也不妄自菲薄；既不孤芳自赏，也不同流合污。 四是要具
有创新意识，具有自我学习、自我发展、自我塑造与自我完善的能
力，能够积极享受学习和生活的乐趣，能够充分发掘自身潜力和创
造力，提升自我。

二、网络与中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
网络对中学生健康人格的影响会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而不断

加剧，我们要扬长避短，发挥网络传媒对中学生现代人格塑造过程
中的正面影响，促进中学生人格的完善。

1、加强网络监管，强化网络自律。
由于网络空间不受限制， 网络在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许多问

题。 部分网络存在消极、暴力、淫秽等低俗信息，已严重危害中学生
的身心健康；大量网吧充斥校园周围，使许多中学生沉溺于网络游
戏、聊天，甚至网恋，影响正常生活学习，滋长不合理消费，已成为潜
在的社会问题；许多网站由网民自发建立，基本无人管理，许多诽谤
性、消极性信息随意发表，点击量大，传播面广，对中学生形成误导，
影响中学生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这些无疑为中学生
健康人格的培养埋下了隐患。针对以上情况，加强网络监管，净化网
络环境，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首先应从法律上规范网络设立、经
营、管理、监督各方面的责任，明确主管部门，改变网络经营中的无
序管理、多头管理、无人管理的状况。其次对网络上低俗信息进行集
中整治，突出重点，狠抓源头，严格执法。 强调网络信息服务公司的
社会责任，推行行业自律制度。 第三，加强对网络运行的监管，净化
网络环境，有效遏制低俗之风，对一些消极的信息及时予以删除。第
四，对校园周边的各种网吧、游戏厅进行综合治理，净化学校办学环
境。 第五，建立网络监督的长效机制，将政府依法管理、行业自律与
社会监督结合起来，推行网络信息评议、举报等制度，推动网络管理

走向规范化、健康化。
2、构建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空间。
网络已成为塑造中学生健康人格的重要阵地，因此必须大力繁

荣网络文化事业、发展网络文化产业。近年来我国重点建设的一批新
闻网站如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等已经驶入快速发展的新
时期， 它们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重要的网络舆论阵地和网络文化建设
的中坚力量；网上图书馆、网上博物馆、网上展览馆、网上剧场积极建
设，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网络精神家园；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音
乐、网络影视等产业迅速崛起，大大增强了文化产业的总体实力，对
中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政府应
进一步推动博物馆、 图书馆、 科研院所等公益性单位提供更多中文
的、权威的、高质量的信息，还应积极鼓励、引导、扶持国内软件开发
商、网络运营商、内容提供商等各类企业，开发和推广弘扬民族精神、
反映时代特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文化产品，进一步提高科技
含量，形成一批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内涵、凝聚民族精神与情感的民族
网络文化精品。 此外，教师和家长必须更新观念，利用网络对中学生
开展健康人格的教育，建构网络文化。

学校可以在校园网上开设论坛， 针对学生感兴趣或困惑的问题
进行大讨论，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健康人格的教育。 可以建立网络
心理咨询中心，对学生出现的信息焦虑症、不良信息趋向症、网络依赖
症等进行分析、诊断，找出解决方法。还可以以班级为单位设立网络聊
天室等构建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平台，利用集体
的智慧，相互鼓励，彼此支持，以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促进学生更好
的学习、生活。家长更不能用昨天的经验来教育明天的孩子，一定要更
新观念，拆除阻隔孩子接触网络的藩篱，要变“菜鸟”为“老虫”，多花一
些时间与孩子一起上网，查找信息、评论是非，跟随孩子一起进步。 如
果家长能够熟练上网，通过QQ等方式与孩子交流，你会发现家庭交
流又打开了一扇门，才会让网络这个时代产物成为孩子成长的翅膀。

长沙市雅礼中学 彭敏哲

老一辈的人总是说“叛” 色变， 因为在他们的心中
“叛”早已成了品德败坏、不忠不孝的代名词。其实这只是
“叛”的一种，称为“背叛”，而“叛”的另一种：叛逆，却有更
多积极的作用。 所以，我要在此为“叛”高呼：我们要肯定

“叛”！
叛逆是一种天性。 小时候，我们单纯无知，父母就是我

们的全部信仰。 父母在我们眼中是充满智慧的、崇高的。
因为他们能解答我们稚气的问题， 他们能做许多我们看
似艰巨的事情。 于是在这种敬仰心理的主导下，我们从来
都是唯命是从，成了父母的乖孩子。但在时光的熏陶和世
事的磨砺下，我们的生理和心理都有了一定的成长。父母
的命令不再神圣，因为我们有了主观意愿。 于是我们进入
了青春期，叛逆的种子在心中悄悄地萌芽了。以前的乖宝
宝，突然有勇气和父母争辩，爱穿的衣服，总是那么地让
长辈看不顺眼，而听的歇斯底里的流行乐，差点震聋父母
的耳朵。 我们的偶像不再是父母或者社会熟知的模范，而
是标新立异的潮流明星，或者花样百出的卡通小人。为此
我们的父母不知愁白了多少头发、担了多少的心。

然而，是该及时地把“叛”扼杀在摇篮中，还是任其发
展呢？ 我认为两种都不然。

叛逆是追求个性、追求自我的表现。 如果把这种“叛”
扼杀在摇篮里，没有了个性，失去了自我，有的只是随声附
和，有的只是随波逐流。 于是，我们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起
居等着父母来照料我们，理论等着专家来告诉我们，就连
人生也等着名人来指点我们！

但如果任“叛”发展，这种“叛”就是演变为背叛。 背叛
国家背叛民族，背叛亲情，背叛人性，这样的人将遭万人唾
弃，遗臭千年！

因此，我呼吁天下所有的父母能够正确地对待孩子的
叛逆。“孩子的路要让孩子自己去走，我们不能总为他们铺
平道路”，这是浅显却又很有道理的话。 父母可以在孩子身
后默默地注视着他的成长，以及时防止“叛”发展为“背
叛”。 但是父母绝对不能把孩子看作自己手中的风筝，让他
永远在自己的掌握之下。 风筝的线总会断的，因为孩子总
会成长的。 所谓的“叛逆”，其实就是孩子追求个性、追求自
我、追求真理的表现。 在这种叛逆下，他们会一步一步成
熟，渐渐找到人生的价值。 因为叛逆，孩子变得好强，它使
孩子拥有一种跌倒后能自己站立起来的能力和一种自立
的精神。所以请父母们能够肯定叛逆，包容叛逆。然后放开
你们搀扶的双手，让孩子在叛逆中成长，以自己坚定的脚
步，迈向明天！

去追逐那雷和闪电的翅膀， 敢闯敢创好好叛逆一回，
就算再大的风，也挡不住我们奔跑的脚步，更挡不住我们
追求自我、追求真理、追求独立的心！ 因为我们正年轻！

叛
长沙市一中高三 18 班 李嘉欣

从《爸爸去哪儿》看
中国电视的文化创新

岳阳市云溪区一中高三 300班 刘晗

最近火热的《爸爸去哪儿》，让人联想到
韩国有同类型的一档节目《爸爸我们去哪》，
似乎从整个主题到内容， 甚至节目名都大有
雷同之处， 所以很自然地认为这是一款“拿
来”的节目，不具有文化创新的内涵。 但事实
上，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正是一个具有技
术、题材和本土化创新的新型电视娱乐节目，
节目中也能够体现中国电视的文化创新。

首先是技术创新。 准确来说《爸爸去哪
儿》属于野外综艺类节目，此类节目有着很高
的拍摄门槛，需要大量的摄影、收音器械，大
量的工作人员及后勤设备，要面对各种环境，
各种突发情况，协调各种角色的配合。举例来

说，我们可以在节目中看到大量跑动的画面，
此类画面都需要一个摄影师扛着约 20公斤
的摄像器材跟着主演一起奔跑， 并且要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镜头颤抖和大的喘气
声影响节目效果，可见工作难度之大。

其次是题材创新。 在《爸爸去哪儿》之
前，国内甚少有同类型的节目面世，野外综
艺类的节目更是首次出现。面对从未在国内
有过先例的节目，湖南卫视大胆尝试，花费
大量技术、人力成本，已经具备了勇于创新
的开始。另外，基于野外综艺节目的模式（24
小时全角度跟拍）， 所以基本保证了整个节
目的“真实”感。 真实的场景体现了“吃苦”，

这个节目的根本。简陋的厕所，有蜘蛛的床，
简单的食材（玉米和地瓜）加工成食物，这些
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

最后是本土化创新。《爸爸去哪儿》以
国内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为背景， 结合
当地的民俗喜好，融入民俗化的人文元素，
实现了“舶来品”节目的本土化创新。 节目
中乡土气息浓厚的居住环境， 比如国内农
村常见的泥土矮房，房内的葫芦架；和当地
民众紧密结合的节目内容， 如孩子们照顾
老奶奶、明星们帮助村民修补房顶。这些都
将国内各地的文化展现给了全国观众，体
现了娱乐节目结合本土文化的创新文化传
播方式。

“拿来”并不是就意味着没有创新，一如
鲁迅《拿来主义》所述“没有拿来的，文艺不
能自成为新文艺。”突破自身发展瓶颈，结合
中国本土文化定位，“拿来” 的东西也是创
新，所以《爸爸去哪儿》这类电视节目，同样
应该受到社会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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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棉 花 开
长沙市一中高 2011级 18班 易皓宇

对于故乡，其实已经没有许多明晰的印象。离开那片土地的时
候，我还是个不满两岁正蹒跚学步的婴儿。 我就在酣甜的睡梦中，告
别了那个地方，后来长大，每隔两三年左右，便也会回去陪着外公外
婆过个年。然而我对于回老家的印象就是嘈杂纷乱的机场，拥挤的列
车车厢和汽车中一路的颠簸。

故乡的气候是舒适宜人的。冬天的时候，空气中浮动着些许的微
凉，却还是有暖和的阳光透过房间的小窗。清晨，会爬坡、下坡走上一
段山路。这里虽不像云南、贵州山路崎岖难走，可到底是山区，回程爬
上一个又一个坡总会满身是汗。

清晨的旅行通常是没有目的地的。 然而似乎去的最多的地方是
妈妈的母校。很不幸，要进入校区内也有一段很长的坡路要走。不过，
我是不辞辛劳的，因为坡上有神奇的景象。啊，是木棉！四株高大的木
棉笔挺地站在操场围墙外，直直指向头顶一方湛蓝的天空。已经是二
月时节，两株木棉已经迫不及待向世人展现他的妖娆，一朵朵碗那么
大的火红花朵绽开枝头，四片火红的萼守护着中间金黄色花蕊。远远
望去，便是满树张扬的火红。忽而想起杨万里的一句诗：“却是南中春
色别，满城都是木棉花。 ”诚然，木棉的美不似春光融融的柔美，却无
时无刻不给人一种震撼。 听说，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凤凰花。 也是
啊，灼灼其华，目眩神迷。

妈妈高中时期的班主任就住在校舍区里，七十多岁的人了，却还
是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有的时候，我会帮妈妈送一些水果之类的到奶
奶那儿去。 老人家起得早，在阳台上浇浇花，喂喂鸟什么的，偶尔我也
会帮着做一做。 然后我会坐下和她就着鸟语聊聊天。 我会向她问起一
些妈妈学生时代的趣事。她喝一口茶，闭上眼睛细细诉说，那些过去就
像小提琴旋律一样自然流淌而出。她常说，人一老就特别恋旧，怀念那
些过去与学生相伴的日子。她以教书育人为乐。我心里是十分羡慕的。
像这样，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老了，尽是美好的回忆，多好！

妈妈偶而也会和我说起她高中时候的事。 那时候，是在高三分
科的，高一高二妈妈的班主任便是那个奶奶。她是一名物理老师。在
班上绝大多数同学毅然学理的时候，妈妈很纠结。 她跑去找老师，以
为老师会讽刺她想要去学文的想法。 可是，老师反而真诚地鼓励了
她。妈妈一直对我说，是她的老师支持造就了如今的她。高三那一年，
十分艰苦，进入了下半期，3月时节，学习压力很大。 幸而她的座位临
窗，她可以看到那株高大的木棉，它落叶然后开出火红的花朵。 今天
她还戏称：“木棉精神与我同在”。 的确，木棉这种强阳性植物为了获
取充足的阳光，努力让自己长高长大，永远那么向上积极，看着心里
就莫名多出许多勇气。妈妈说，正是这股子莫名的勇气伴她走过了昏
暗的高三岁月。

母亲至今仍然清楚记得她的高中时代，就像那个奶奶依旧清楚
记得她为人师表的那段岁月。 这些时光无一不是美好的，不是安恬
的，这些画面都该被好好珍惜。

我又一次驻足在这四棵木棉下，久久凝望着那些火红的花朵。转
身的一瞬，我听到“啪”的清脆一声。 回头看，原来是花落。 我低头拾
起，轻闻它的芳香。四周刮起温柔的风，将我包围，带回数十年前静谧
的校园，我举着她，一如多年前的妈妈一样。

现在，耳畔回响着优美的小提琴音乐，我看着面前早已干枯的木
棉，想起木棉的花语是：珍惜。

或许，是该好好珍惜，我转瞬即逝的美好时光。
此刻，故乡，木棉花，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