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教育信息化是移动网络信息时代发展的
必然趋势，当前已经有很多高校和中学运用信
息化教学手段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模式，让教育
教学变得更加便捷、灵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
了素质教育的发展。教育思想、教育管理、教学
方法的种种变革应运而生。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手机在中学生中大量普及，中学生
使用手机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然而，一个
新生事物优势凸显的同时，也必会有其弊端伴
随。事实是，目前影响教学模式最大的是网络，
而最易分散学生学习注意力的也是网络，特别
是手机网络。 2014 年，我校对 4100 余名高中
生和 300 余名老师进行调研统计显示， 将近
100%的学生和 90%的教师都能比较熟练地运
用网络工具， 其中有 70%的学生是用来聊天、
游戏、观看视频、网购等休闲娱乐，而 20%左右
的教师在闲暇时也是如此；90%的学生已成为
移动网络用户； 而 40%的学生对手机游戏、手
机聊天、手机购物等行为已成瘾。 每学期的期
中期末考试中， 有 0.3%的学生因使用手机舞
弊被发现而受到处罚。但根据班主任和任课教
师的判断，运用手机舞弊未被发现的仍大有人
在。 既要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手段来推进教学，
又要面对手机网络已经影响到一个学校的考
风、学风乃至教风，使其产生负面影响，我认
为， 这一问题是多数高校和中学的共同难题。

但是，我们不能因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全然断
绝师生与网络的接触。如何处理好信息化技术
教学环境下对高中生手机的管控呢？笔者与学
校班子成员就如何合理管理学生手机的问题
进行探讨，有了以下的认识：

一、要抓住师生思想根源
在推进信息化技术教学和对学生在校使

用手机的管控上，必须先从思想上入手，而思
想要端正，立德当先行。 学校把打造德育文化
作为解决师生思想问题的重要抓手，始终把师
生的德育工作放在首位，坚持立德树人，围绕

“讲诚信、知感恩、养习惯”这一德育主题开展
德育活动，让学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学习或其
他有意义的活动中来，从思想上影响学生的价
值重心。

教育学生正确认识手机，首先要让学生了
解手机的好处，比如手机作为便捷的现代信息
沟通工具， 极大地方便了人们之间沟通和交
流；信息传播快速便捷，不出门也能知晓天下
事；手机购物方便快捷；随时随地都能利用手
机处理公务等方面。但我们要提醒师生们一分
为二地看待事物：手机在让你不出门也能办成
许多事的同时，也剥夺了你与现实世界接触的
机会；手机在让你惊叹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同
时， 也让你沉迷于其中的游戏、 小说、 微信、
QQ等平台之中不能自拔。

笔者曾在一次开学典礼上引用了马云在

《不吃苦，你要青春干嘛》演讲中的话“当你不
去拼一份奖学金，不去过没试过的生活，整天
挂着 QQ，刷着微博，逛着淘宝，玩着网游，干
着我 80岁都能做的事，你要青春干嘛？ ”台下
自发地响起了长久的掌声，这说明正确的思想
动员能触动学生对一个事物做出明辨。

二、要用制度来规范行为
尽管很多学校明令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

但仍然有不少学生都违反了这一规定。学校对
学生的手机进行有效管理， 应注意管理的方
法、手段以及措施的合法性，确保管理的效果，
为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提供保障，为学生
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要达到这一目的，学校
必须对学生的手机管理采取相应的策略。树立
思想教育的管理策略，提高教育技巧，采取各
种措施和方法，宣传手机的危害和用途，以及
如何合理使用手机。从根本上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态度，具备自律意识，以健康、文明的心态
对待手机。只有让学生从主观上具备明辨是非
的意识，培养学生具有抵抗不良诱惑的能力，
才能使学生使用手机走上正常的轨道， 使学
生在认识水平和思想素质上产生一个飞跃，
而这才是我们教育的目的所在。 如果只“堵”
不“疏”是会起到相反作用的。 学校可建立《大
力推进信息化技术教学相关制度》《信息化技
术教学课时安排方案》《师生在校使用手机相
关规定》《学校信息网络管控制度》《家校联合

管控学生使用手机的相关办法》 等相辅相成
的制度体系。

三、要把移动网络信技手段大胆引入课堂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移动网络媒

体在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在教学中的作
用和巨大潜力已初露端倪。当前接触网络的最
高使用率已经不再是电脑而是移动网络媒体
的主要代表———手机。青少年对新事物的接受
和运用总是最快的，因而他们自然也成了移动
网络时代的主力军，学校也便成了手机最为集
中的使用地。因此学校应该大胆地承担教育发
展的使命，把移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大胆引入
课堂。

从某种程度上讲， 随着课程改革的发
展， 教学的有效性更多地体现在信息技术与
学科的整合上。 而这种整合将信息技术与课
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资源以及课程实施等
融合为一体，成为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使课
堂教学得以和谐、高效地实施。 因此，手机作
为信息技术运用最广的一种媒体， 其与各学
科整合既是当前教学的一种需要， 更是一种
必然的趋势。

积极引导高中生健康规范地使用手机，消
除手机使用不当给高中生带来的消极影响，需
要学生、家长、学校乃至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我
们要坚持不懈地为彻底解决问题而进行更多、
更细、更深地探究。

浅 谈高中生手机管控策略
湘西自治州龙山高级中学 兰长永

刘炎小学缅怀革命先烈
本报讯（通讯员 游兰芳） 清明节期间，桃源县马

鬃岭镇刘炎小学 200余名师生来到刘炎烈士纪念亭，缅
怀革命先烈刘炎。

据了解， 刘炎烈士出生于现桃源县马鬃岭镇刘炎
村，原名刘炳生。 作为新四军将领，他曾参加多次战争
和走过万里长征，为革命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近年
来， 祭扫刘炎烈士纪念亭已成为该校德育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

花垣二小
“二十四节气”入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周智敏 彭宗军）“杨柳青，放
风筝；杨柳活，抽陀螺；杨柳黄，踢毽忙……”4月 7日，
在欢快悠扬的童谣中，花垣县第二小学“二十四节气
之清明节里思先人”经典诗词演唱活动拉开帷幕。

小演员们载歌载舞， 演绎了清明节蹴鞠、 放风
筝、插柳、带柳等风俗习惯场景，师生还一起演唱了

“二十四节气歌”。 自本学期起，该校把“二十四节气
经典诗词诵读”引入课堂，让孩子们跨越春夏秋冬四
季认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中国历史上
伟大的诗人，既传承了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又使学
生得到艺术的熏陶。

武陵小学联手
央美师生共画江南旧城

本报讯 (通讯员 肖华)� 4 月 6 日下午，中央美术
学院公共艺术工作室师生一行 15人来到常德市鼎城
区武陵小学，师生携手开展了共画江南旧城活动。

本次活动以棚户区旧房为题材， 要求学生画出
心中的老房子。 活动历时 2课时，从中遴选了部分特
色作品，中央美术学院创作组将采用耐久材料，在最
大限度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将其做成房子， 并标上小
学生的姓名及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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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芬 通讯员 刘世
双 郑年胜） 4 月 10 日，龙山县召市初级
中学（以下简称“召市初中”）一号教学楼
东面墙上，一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正滚
动播放“学生风采”和“希望之星”，引来
师生驻足观看。 该 LED 屏是召市初中不
久前向支教单位争取扶贫资金， 用以展
现校园文化生活而安装的， 也是该校校
园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靓丽”教室、“德育”寝室和“励志”走
廊构成了该校会“说话”的校园墙壁文化。
今年 3月， 该校对 18个班的教室从外到

内进行了靓化设计和布置，教室外墙上均
挂有中外名人字画；教室门口上方的塑质
方框内有班级简介、班主任寄语、班级公
约等。今年春季开学前，该校又耗资 70多
万元对老教学楼进行了整改，并形成“一
墙一壁皆说话、一廊一柱都育人”的良好
氛围，一楼以礼仪教育为重点，二楼以孝
敬教育为特色， 三楼以励志教育为主，图
文并茂的主题壁画凸显内涵，让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据了解，该校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目前最大的农村寄宿制学校。 寝室

墙壁的装饰则以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为
主题，有“孔融让梨”“子路借米”“铁杵
磨针”“负荆请罪”等德育故事，每个德
育故事配上人物图、 解说词和小插图，
用来提醒和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

近年来， 该校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用
会“说话”的墙壁教育学生，提高了学生的
整体素质，2013 年至 2015 年连续 3 年该
校被评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德育示范学校；2016年年底，还被授予“学
校安全工作先进单位”和“学校建设美丽
湘西先进单位”两项荣誉称号。

小学生戏珠舞龙

召市初级中学打造会“说话”的墙壁文化
“靓丽”教室“德育”寝室“励志”走廊

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传统非物质遗产，益阳
市华德博才学校特开设舞龙课，并聘请专业武术和舞龙教师高魁现场
指导。 图为 4月 7日学们正在戏珠舞龙。 通讯员 曹国军 徐胜

《德润校园》
在浏阳艺校拉开序幕
本报讯（通讯员 石自行 喻中祥） 近日，“以艺育

德，以美育人”———2017 首期《德润校园》走进浏阳市艺
术学校，拉开今年《德润校园》的序幕。

据悉，《德润校园》是由浏阳市委宣传部、浏阳市教
育局和浏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大型德育专栏。 栏
目自 2015年 3月启动以来， 先后走进了 6 所德育特色
学校，通过寻找“美德人物”与“美德事迹”，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教育系统的深入开展。

今年，《德润校园》以浏阳市艺术学校作为起点，源
于该校特色育人理念。 浏阳市艺术学校近年将“文专并
驱、德艺双全”作为学生培养目标，以每周一次的“教育
讲坛”为载体抓学生品德教育，以“文明教室”“文明寝
室”“文明班级”评比为手段，强化学生行为习惯，以“家
长工作日”和“家长课堂”为渠道，密切学校和家长的联
动， 多措并举， 凸显了学校思想教育和艺术的办学特
色。

法国师生走进麓山国际
感受中国文化

本报讯（通讯员 钟武伟 龙艳） 3 月 31 日至 4 月
10 日，法国加莱市圣皮埃尔学校 16 位师生来到长沙市
访问交流，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接待了远道而来的
客人。 访问期间，圣皮埃尔学校的学生们穿着麓山国际
学校的校服，走进麓山国际学校课堂，感受中国的课堂
教学方式。

走进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湖湘文化是圣皮埃尔
学校师生此次访问的重要内容。 访问期间，法国师生饶
有兴趣地观摩了麓山国际学校民乐队演奏的中国传统
歌曲，与学校武术队一起练习太极拳，并和麓山国际小
学的孩子们用毛笔书写中国汉字。 法国师生还游览岳
麓山、橘子洲、长沙简牍博物馆等长沙名胜。 其间，两校
学子还举行了剪纸、 包饺子等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的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彭薇 张建
辉） 4 月 7 日，泸溪一中部分学生
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兵分四路走上
街头，只见他们拿着募捐箱和倡议
书，为该校学生杨鑫蔚蓦捐。

杨鑫蔚是该校一名高三学
子，眼看高考在即，他却被查出患

上白血病，30 万元的治疗费用让
这个农村困难家庭束手无策。 学
校得知情况后， 倡议师生伸出援
手，目前该校 4000 多名师生已捐
款 8 万多元， 发动社会爱心人士
开展网上众筹 9 万多元。 爱心仍
在继续传递。

泸溪一中真情传递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