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读者王岳勇：现在年轻人整天离不开手机，是因
为自制力不强，不能正确使用手机，纯粹当成娱乐和打
发时间的工具。 手机对我们的生活帮助特别大，比如随
时掌握时间，查询各种资料，了解时事新闻，跟亲朋好友
及时沟通，阅读各类好文章，听听音乐，看看电影等。 不
过手机再好，一旦将适当娱乐的功能无限放大，成为替
代思考的“第二个头脑”，就会影响正常生活，所以要理
性使用。

@ 湖南女子学院刘程：这样的实验并无必要，我不
能没有手机，我周边的朋友同样也离不开它。 手机是现
代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 它为我们带来了太多便捷，也
让我和朋友之间的交流变得更方便。想一想，没有手机，
无法与外界沟通，该是多么孤独的事。

@ 株洲市第十九中学丁绍槐： 随着手机功能的不
断开发和升级，人们也越来越愿意与手机亲密接触。 你
看，我们通过手机上网，一方面可以浏览最新的资讯，拓
展自己的视野；另一方面也能与自己的好友进行沟通交
流，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感情。 当然，年轻的朋友，还可
以利用手机完成网上购物等等。手机的使用为我们的生
活提供了方便，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拒它于千里之外
呢？

@ 邵阳市洞口县七中谢建中： 人们在享受网络带
来的快乐的同时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整日整夜
地玩手机和电脑， 更是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造成不少人眼睛视力受伤、大脑神经受损、肠胃功能紊
乱等，从而引发各种疾病。所以，不能无节制地依赖于手
机和电脑，要学会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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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手机只能试试而已
新闻背景：《中国青年报》1 月 15 日发布了一则实验结果：南京审计学校在日前发起一场活动，征集 9 位大学生，逃离

手机一个月。 没有手机，志愿者李斌发现，经常搞错星期几、错过活动安排、坐错车找不到路、约了人又被“放鸽子”、想找人
记不得电话号码……“在这个校门口小巷子里买臭豆腐都可以刷支付宝的年代，没有手机真不行”。 而 30天期限一到，志愿
者潘潇拿到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机发了一条微信：“手机终于回来了，哈哈哈哈……”回想起来，潘潇觉得“想要发现真实
的自己”的这个初衷也许太洋气，不过，他更觉得“离开手机的这一个月，至少给了机会，去发现更好的世界。 ”

有人说，手机已经成了现代人身体的一部分；也有人说，离开手机，生活更纯粹。“逃离手机”，是不是只能试试而已？

余娅怎么看

若能放下何需逃离
“逃离手机”的实验结果并非出人意料，出

生、成长于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一定对手机有
着深深的依赖。 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
媒介即人的延伸。 我们把手机当作一门工具，
一扇窗户， 当作现代人感知世界的“器官”之
一，如此重要，必不可少。

值得警惕的是：凡事物极必反。 细看年轻
一代的生活，手机已经远超出了“工具”的意
义，正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在这个幼儿园小娃

娃都会使用数码的时代，大多数人起床第一件事是刷手机，睡前最后
一件事也是刷手机。 衣食住行都依靠手机来打理，他们生活在一个通
过网络建立起来的虚拟世界里，并把它当成了真实的生活。

这正是现代人的可悲之处，明明身边有亲人、朋友，却沦为最熟悉
的陌生人。即使相对而座，大家关心的也不是彼此，而是手机里千万里
之外的人和事。明明有大把的时间思考，大家却宁愿拿出手机，把娱乐
当成生活本身。尼尔·波兹曼的著作《娱乐至死》里预言，当一切文化内
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就是“我们成
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正是笔者坐在车上，行走在路上，看到每
一个呆望着手机发笑的年轻人，心里油然生出悲伤的原因：他们为“事
不关己”的东西发笑，却没意识到正在错过眼前正在发生的精彩！

是的，如果你愿意放下手机，会发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看似
精彩分呈的手机信息，到头来不过是细碎的支言片语，根本没有办法
帮助我们建立起系统的知识体系，更不可能让我们拥有独立的思辨能
力。 古人推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脚丈量过的才算旅程，用心经历
过的才算成长，手机带不来“阅历丰富”。

所以，笔者希望“逃离手机”这样的实验再多一些，帮助年轻人建
立起和手机的正确关系。真可放下何需逃离？倘若主动放下手机，便能
从幻想的牢笼里解放出来，享受到来自真实世界的喜怒哀乐。

话题征集：

下一期讨论什么？ 我们向广大读
者征集话题。

只要是新近发生的关乎教育的热
点事件，您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并附上
您鲜明的观点。届时，我们将通过网络
公布您给出的“题目”，让不同的声音

产生碰撞。
投稿邮箱：248919363@qq.com，

欢迎您加入《科教新报》 评论者 QQ
群：292316380。

学制太长毕业太晚造成大量
“剩男剩女”？ 近日， 广东省政协委
员、 广州军区总医院政委黄艳儒提
交提案， 认为整体学制太长导致学
生毕业太晚，造成适应社会慢、婚育
压力大等诸多不便。 他建议，将现行
的小学到高中的 12 年学制缩短为 9
年，这样 19岁就可以大学毕业，可以
更早地规划人生。

“出名要趁早” ，几十年前张爱
玲的一句话成为了很多人的人生信
条。 像比尔盖茨、巴菲特、奥巴马等
无数世界名人用事实证明了： 在他
们年轻的时候， 成为富翁的就奠定
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成为领袖的就
赢取了丰厚的政治回报。

但我国现有的学制状况，26 岁
大多数还在上大学，读硕士。 他们要
想获得成就，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按照目前的学制，不要说三十而立，
30 岁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如今竞
争激烈，一职难求，一般 30 岁才有较稳定的工作。
按现行的退休年龄，男的工作 30 年左右，女的工作
25 年左右，“工龄”和“读龄”几乎相等。 因此，缩短
学制很有必要。与其让最美好的年华都浪费在无休
止地做题考试中， 不如让年轻人尽早奉献社会，发
挥其力量；与其让老年人延期退休，不如让年轻人
提前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年轻人成才，也可缓解人
口老龄化。

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也并非都是学校成绩好
就能取得，还得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如果你没
有好的学习习惯，没有终生奋斗的观念，学校学了
再多本事，也是只够一时之需，在信息化高速发展
的当下，你总是跟不上时代步伐的。 有不少人还躺
在父母的怀里撒着娇,也有不少还是刚踏出学校大
门准备在社会这所大学一展身手的奋斗青年,还没
怎么接触事业二字,转眼间都成晚婚一族了。 这又
是何必呢？ 还不如好好规划下自己的人生蓝图,也
许会活出另一番美好风景。

如果替全体国民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缩短学
制。 所以黄委员的提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提案，抓
住了造成适应社会慢、婚育压力大等诸多不便的牛
鼻子，是值得教育主管部门好好研究，并遵照执行
的提法。

1 月 20 日， 沈阳市
沈河区一名石姓小学老
师说，学校前几天开家长
会，班级一共有 46 个人，
来了 5个爸爸。他们来参
加家长会却一直在玩手机，根本不听，甚至有的连假期作业是什
么都不记。

2014年，湖南卫视推出的明星亲子生存体验真人秀《爸爸去
哪儿》红遍了大江南北，主题曲中的一句“去哪儿”的稚气发问，
点中了父亲们心灵中最柔弱的地方， 继尔引发了国人热切地关
注，也令无数的爸爸“竞折腰”———反省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称职的、合格的、边缘化的还是多余的？

其实，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不可取代，父教的缺失或淡
化， 不利孩子的健康成长， 现在的孩子大多性格软弱、 依赖性
强，特别是男孩子缺少阳刚之气，社会“伪娘”成风，男孩危机日
趋严重，这与孩子缺少父教有直接关系。 如今，幼儿园、小学里大
多都是女老师，“女儿国” 的气氛本来就让男孩子在学业上全线
崩溃了，如果父亲还在生活中远离孩子，那么孩子就很难找到理

想男人的形象和榜样
了。 美国新泽西州罗杰
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大
卫·波彭诺曾引述了一
项研究结果：美国 60%的

强奸犯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72%的未成年杀人犯是在父亲缺席
环境中长大的，70%的长期服刑犯人没有父亲来探视过。

在我国造成父亲角色淡化的原因，不仅与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思想有关，还与当今生活压力太大，父亲为了养家糊
口，整天在外打拚，与孩子接触的时间太少有关，加之大多数男
人不善与孩子沟通，于是，他们干脆把培养子女的责任完全交给
了孩子母亲或者祖辈，自己乐于当“甩手掌柜”……这是极端不
负责任的，也是非常不明智的。 著名的教育问题研究专家孙云晓
曾在《我要做个好父亲》中告诫父亲们：“虽然迫于生活不能跟孩
子生活在一起，但要通过各种方式，电话、写信、假期将孩子接过
来生活一段时间等，让孩子感受到关心、理解，这样即使不在身
边，孩子也能感受到远方父亲的爱。 ”

总之，“家长会成妈妈会”在呼唤父教和父爱的早日回归。

少年宫唱起“空城计”、儿童图书馆里摆着营销类书籍、工人
文化宫变成电影院……一些公共文化服务场馆“有名无实”，没
有人管、没有人看，是资源浪费，更是管理失职。

当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不统一、供需不对路、实效性不
强、可持续性差，其深层原因是没有形成以效能为导向的公共文
化服务模式。 调查发现，在不少文化部门的通报中，往往把建成
的场馆数量和活动次数作为“成绩”。然而，考核的“指挥棒”不能
只指着数字，还要关注是否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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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国家“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武汉
13 岁的雯雯得知爸爸妈妈准备给自己生个弟弟（妹
妹）后，相继以“逃学”、“离家出走”、“跳楼”相威胁。
在女儿尝试用刀片割手腕后，怀孕 13 周零 5 天的肖
女士不得不含泪到医院终止了妊娠。

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利国利民的同时，也
带来了人口老龄化、亲情不完整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顺应时代与民意，国家放开了“单独二胎”政策。作为
一名教育工作者，在关注国家政策变化的同时，更关
心的是，非独子女的增多，会对教育原有的生态带来
怎样的影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独生孩子们，做好
了当哥哥姐姐的准备吗？

每次听到从幼儿园也包括小学校园里传出“爸
爸的弟弟叫叔叔”、“妈妈的姐姐叫大姨”这样清脆的
童谣，我常常感慨，现在的孩子，怎么连叔舅姑姨、兄
弟姐妹这些对亲人的称谓都弄不清楚了呢？ 现在的
“小皇帝”、“小公主”从小被“4+2”包围，可以说是捧
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中怕化了，娇生惯养，溺爱有
加。 孩子们从小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天下第
一”，在心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只有自己容
不下他人的小天地，以致对父母依赖多于依恋，对同
伴占有多于分享，对社会冷漠多于热心。新闻中的雯
雯面对家里即将新增一个成员的现实，“非常生气”，
不能接受，乃至于以自残自杀相威胁，也就见怪不怪
了。

教育应着眼于人复杂而又长久的生长， 教会人
如何学会分享，如何学会包容，如何学会担当，如何
学会自食其力，而不是一味地传授知识、追逐分数。
学校应提供丰富多彩而又能够供学生们选择的社团
活动，让他们找到有着共同爱好的同伴；同时，还应
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集体观念、团队情感，让这些
成为孩子终生受用的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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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成妈妈会”呼唤父教回归
武冈市湾头镇泉塘中学 林日新

独生子女何以
不能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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