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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关注兰州市Q区随迁儿童的网络使用现状。调研发现，该地区随迁儿童网络使用呈现出低龄化特点，

手机是最常见的上网工具，部分随迁儿童网络使用不合理，这导致部分随迁儿童身心健康受损、社交能

力下降、学业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受到制约和影响。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该群体对网络世界充满好

奇、家庭对城市随迁儿童的成长不够重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对城市儿童的关注不够等方面。本

文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从多个层面提出引导随迁儿童理性看待网络、家庭给予孩子更多陪伴、学校发

挥教育集中优势和社会加强公共服务投入等合理化途径，以期为引导随迁儿童合理使用网络提供案例解

释，为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随迁儿童更好地融入城市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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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ternet usage among migrant children in Q District, 
Lanzhou Cit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internet usage of migrant children in the region shows a 
trend of younger age groups, with mobile phones being the most common tool for accessing the in-
ternet. Some migrant children use the internet improperly, which leads to impaire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creased social skills, and constraints and impacts on their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value formation.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are that this group is curious about the online world, 
families do not attach enough importance to the growth of urban migrant children, educational re-
source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and society does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urban children.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and proposes rational ways to guide migrant chil-
dren to view the internet rationally from multiple levels, such as providing more companionship 
from families,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education concentration in schools,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 service investment in society. The aim is to provide case explanations for guiding migrant 
children to use the internet reasonably,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better integr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to citie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which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
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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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等提供了多方面便利的同时也带来

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网络的虚拟性和丰富性给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但缺乏甄别能力的青少年带来

了较大冲击，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影响，更有甚者，部分青少年有荒废学业、走上违法乱纪道路的现象。

根据(CNNIC) 2020 年 5 月最新公布的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 2020 年 3 月，

我国网民规模为 9.04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 8.97 亿，较 2018 年底新增手机网民 7992 万，网民中使用

手机上网的比例为 99.3%，相较于 2000 年以前，手机网民的规模大幅增加。网民规模中，青少年群体所

占比例也较高，10 岁以下为网民总人口的 3.9%，10~19 岁群体占比为 19.3%，20~29 岁占比为 21.5%。

目前，随着国家和政府部门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随迁儿童入学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越来越多的进城

务工者将其子女从农村接到城市生活、求学，根据教育部 2019 年提供的数据显示，国内义务教育阶段随

迁子女人数超过 1400 万[1]，形成了庞大的城市随迁儿童群体。然而，“随迁儿童”进城后由于其父母工

作忙、疏于看管，该群体形成新的难以融入主流群体、面临社交局限的现象，其后果之一是部分随迁儿

童沉迷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学习、生活、行为和人格形成等。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以兰州市 Q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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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小学 3~6 年级 264 名城市随迁儿童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网络使用情况，力图呈现地域社会中城市随

迁儿童群体网络使用的现状和特点，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结合专业社会工作探索相应的治理对策，从

而推动城市随迁儿童更好融入城市生活，为解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

提供参考，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 

2. 研究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儿童的年龄是高于 6 周岁低于 16 周岁[2]。目前，学界关

于“随迁儿童”的定义不尽相同，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随迁儿童“是指户籍在外地的乡村，随务工父母

到输入地的城区同住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3]强调户籍及与父母同住的问题。也有学者认

为“在城市接受中小学教育，年龄 10~15 岁的孩子都可以被称为随迁儿童。”[4]黄兆信则认为：“8~15
岁的属于外来农民工子女被定义为随迁儿童。”[5]强调父母的身份属性，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孙亚文

和贺雯则将户籍地在外省但是跟随父母来到输入地，并连续在输入地生活半年以上的儿童定义为随迁儿

童[6]。二人一致认为，随迁儿童必须是户籍在外省，且在输入地连续生活半年以上的儿童。结合上述概

念笔者发现，城市随迁儿童包括的主要元素有以下几个，第一，从户籍来看，随迁儿童跟随父母从户籍

所在地迁出到流转输入地；第二，从年龄来看，随迁儿童是指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第三，从

生活方式来看，随迁儿童必须随父母共同生活。综合以上定义，本文所指的城市随迁儿童是指年龄介于

6~15 岁之间，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的乡村，随务工父母到迁入地的城区、镇区连续生

活半年以上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和访谈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向兰州市 Q 区 B 小

学和 W 小学 3~6 年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共计 276 份，回收问卷 270 份，回收率为 97.83%，其中有效问

卷 264 份，有效率为 95.65% (见表 1)。通过对调查问卷初步整理，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从被调

查对象的性别分布上来看，参与调查的学生中男生占 52.65%，女生占比 47.35%，男女数量比例基本持

平。(2) 从被调查对象的民族和生源地分布情况来看，参与调查的 264 名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占比高达

97.35%，以东乡族和回族为主，汉族学生仅占 2.65%，城市户口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 15.15%，农村和乡

镇生源学生人数占比高达 84.85%，一孩家庭仅占 4.5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通过电话访谈参与调查的

独生子女家长，他们绝大多数反映因为刚结婚就来到城市打拼，目前家庭中仅有一个孩子，后期条件成

熟后会生育二胎。结合访谈资料可知，Q 区有 10 所小学，其主要生源来自临夏市东乡县和广河县赴兰务

工的随迁儿童。(3) 从被调查对象的生活情况来看，大部分随迁儿童同父母一起生活，占 87.12%，部分

随迁儿童同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占 10.43%。(4) 从随迁儿童父母的职业来看，高达 94.26%的

随迁儿童父母没有正式工作，主要从事运输拉货、做小生意、开面馆和打零工等技术含量低、稳定性差、

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时间的工作。这种情形下，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大多集中于照顾生活起居方面，

没有精力和能力对孩子的学习进行督促辅导，更没有能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教育。正式有编的监护

人仅占到 1.51%，由此可见，随迁儿童父母绝大部分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没有固定且收入稳定的工作，因

此很难为随迁儿童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 

3. 城市随迁儿童网络使用呈现的特点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兰州市随迁儿童网络使用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3.1. “触网”年龄趋于低龄化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兰州市随迁儿童接触网络具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有 89.02%的调查对象不到 12
岁就接触网络电子产品，其中大部分是 6~12 岁之间，这个群体占比达到 82.2%。超过 29.6%的随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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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使用网络的时间在 30 分钟以上，8.5%的随迁儿童进行过网上购物，14.4%的 7 岁儿童会在网上浏览

新闻快讯，部分随迁儿童 3 岁就开始使用 QQ 和微信，10 岁时利用 QQ 或微信网上聊天交友的比例达到

52.9% (见表 2)。 
 
Table 1. Description of basic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 

类别 特征 比例(%) 

性别 
男 52.65 

女 47.35 

民族 
少数民族 97.35 

汉族 2.65 

生源地 
城市 15.15 

农村和乡镇 84.85 

生活方式 
跟父母一起生活 87.12 

跟其他人一起生活 12.88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4.55 

否 95.45 

说明：本表根据田野调查资料编制。 
 
Table 2. Internet usage among migrant children 
表 2. 随迁儿童网络使用情况 

内容 特征 比例(%) 

初次接触网络电子产品的年龄 

6 岁以下 6.82 

6~10 岁 37.5 

10~12 岁 44.7 

12 岁以上 10.98 

周内学习之余上网时长 

0.5 小时以内 47.35 

0.5~15 小时 32.95 

2~3.5 小时 13.26 

4~5.5 小时 4.17 

6 小时及以上 2.27 

周末学习之余上网时长 

0.5 小时以内 35.61 

0.5~15 小时 31.44 

2~3.5 小时 21.97 

4~5.5 小时 6.44 

6 小时及以上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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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手机成为最常见的上网工具 

从接触电子产品的类型来看，绝大多数调查对象(81.44%)使用手机上网，部分学生使用计算机、平板

电脑等网络设备上网，这一数字也符合当下手机使用量剧增的发展趋势。 

3.3. 随迁儿童接触网络电子产品机会较少 

调查过程中，参照金伯利·杨教授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7]，对兰州市 Q 区两所小学 3~6 年级 264 名

随迁儿童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兰州市 Q 区随迁儿童有网络成瘾倾向的学生占比 4.17%，认定为网络成

瘾的情况占 0.379%，经常接触网络电子产品的学生占 10.23%。由此看来，该群体中，网络使用问题基本

在可控范围之内。根据调研表明，一方面，城市随迁儿童家庭条件较差，随迁儿童独立使用网络电子产

品的机会较少。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教育管理体系要求相对严格，大多学校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学校，

城市随迁儿童受此影响较少接触网络电子产品。 

3.4. 父母陪伴缺失催生了随迁儿童沉迷网络 

随迁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生活条件略有提升，但是孩子的健康成长还需要来自父母的关爱

和陪伴。父母在孩子教育中扮演着各自不同而重要的角色，互相之间不可替代，缺失了任何一方的教育

都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成长问题，而如果缺失了父母双方的教育，则问题会更加严重。根据调查结果来

看，随迁儿童的现实情况是父母整体忙于生计，早出晚归。由于该群体缺少家长的日常陪伴，部分随迁

儿童选择网络寻求存在感，打发时间，导致部分随迁儿童沉迷网络。此外，隔代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

的家庭教育方式，对其影响较大。一方面，祖辈家长同随迁儿童代沟较深，教育观点陈旧，缺乏开创性

和教育思维，不利于随迁儿童的培养。另一方面，部分祖辈家长文化程度低，不能胜任辅导孩子功课的

任务，导致部分随迁儿童养成利用网络查找作业的习惯，这为其增加了接触网络的机会，从而催生随迁

儿童沉迷网络。 

3.5. 城市适应困难阻碍随迁儿童社会交往 

根据调查结果来看，随迁儿童并非一开始就是随迁儿童，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随迁和留守的双重身

份，曾经的留守儿童会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及其父母意识的提高而被迁入城市成为随迁儿童，但也

正因为这种双重身份的生存境遇，使之在现实社会适应当中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问题特征。部分随迁儿童

自小在农村生活，随迁到城市，学习和生活不能很快适应城市节奏，随迁儿童的正常社会交往会严重受

到限制，因此相较于格格不入的周边环境，部分随迁儿童逐渐依赖网络世界实现社会交往。此外，由于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教育水平不高，对孩子的教育不够重视，且由于父母的工作很忙，很难有

空闲时间陪伴孩子，共同参与一些亲子活动，孩子的家庭教育相对缺失，致使部分随迁儿童学习基础较

差，知识面狭窄，缺乏自信。另一方面，同城市居民相比，随迁儿童父母收入水平低，对孩子的教育投入

相对较少，容易遭受城市群体的排斥和偏见，不易融入集体之中。因此，随迁儿童一时难以融入城市，

导致部分随迁儿童借助网络世界填补现实生活的缺失，导致不合理使用网络现象的产生。 

3.6. 网络监管工作力度不足 

引导随迁儿童合理使用网络是一个系统工作，需要社会、学校、社区、社会组织和家庭等各个方面

共同努力，网络使用不当造成最直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网络成瘾。根据调查结果来看，29.79%
的调查对象没有接受过防止网络成瘾方面的教育，随迁儿童大多只接受过学校和家庭对于网络使用的监

管和约束。另外，国家网信办自 2019 年 6 月在全国主要网络短视频平台全面推广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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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以来，仅有 55.3%的随迁儿童相对了解防沉迷系统(青少年模式)，因此，社会各界仍需努力，共同为

青少年科学使用网络创造条件。 

4. 城市随迁儿童不合理使用网络带来的危害 

4.1. 损害随迁儿童身心健康 

对于处在身心发育关键阶段的青少年而言，一旦沉迷于网络世界，会对身心带来各种各样的危害。

心理方面，会引发经常性难以控制上网的冲动，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逻辑思维迟钝，自我封闭，

为人冷漠，不愿与人沟通等；生理方面，长时间沉迷于网络，可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和体内激素水平

失衡，使免疫功能降低，引发心血管疾病、胃肠神经功能病等。由于玩游戏时身体始终处于一种姿势，

眼睛长时间注视屏幕，会导致视力下降、肩背肌肉劳损、生物钟紊乱、睡眠节律紊乱、食欲不振、消化不

良，日常的生活规律被打破，饮食不正常，体重下降，睡眠减少，身体虚弱等，严重者容易导致猝死。 

4.2. 降低随迁儿童社交能力 

青少年过度沉溺网络的虚拟角色中，容易迷失真实的自我，对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造成影响。网络

的虚拟性，容易使青少年感到放松，但一旦回到现实社会中会引起无法适应导致的自我封闭，缺失其在

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尤其当其在现实社会中与人交往受挫时，容易转向虚拟的网络社会寻求安慰，消极

逃避现实，心理幸福感下降，社交减少、社会适应能力随之下降。因此，过度沉迷网络对青少年的自我

人格塑造，个人综合能力培养是极其不利的[8]。 

4.3. 制约随迁儿童学业发展 

随迁儿童正处于学习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此时若沉迷网络，网络世界占据了原本属于学习和思考

的大量时间，直接后果是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国外有研究表明，长期上网，沉湎于网络游戏的孩子，其

智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导致智商下降到正常孩子的标准水平线以下，这会间接影响孩子的学习成

绩。同时，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广告，会使部分自控能力差的未成年人学会投机取巧，导致学习过程缺少

思考环节，学习效果大打折扣。此外，一旦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容易对现实生活、学习等失去兴趣，从

而出现厌学、逃学、辍学等情况。 

4.4. 影响随迁儿童价值观念形成 

网络空间中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有用与无用的消息鱼龙混杂，同时充斥着大量色情、暴力、

迷信等丑恶低俗的内容，易使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还没有完备的随迁儿童受到影响，导致思想道德

混乱、是非观念模糊、善恶美丑的分辨能力丧失，形成扭曲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当前中国正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部分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平台大力宣扬其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缺乏甄别能力的随迁儿童

沉迷其中，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不利于其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另一方面，网络世界

易促使其对真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缺少兴趣，情感淡漠，和亲人、朋友之间的交往减少，将自己封闭起来。

部分随迁儿童在网络上无拘无束的行为习性，容易导致自我约束力下降，如将这种习性带入现实世界，

容易产生冲突，导致违规甚至犯罪行为。 

5. 城市随迁儿童不合理使用网络的原因分析 

随迁儿童大部分处于青少年时期，是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内，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及社

会环境均对青少年网络沉迷有显著影响。依据社会工作视角下生态系统理论，本文将从个人、家庭、学

校和社会四个层面分析随迁儿童网络不合理使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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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城市随迁儿童对网络世界充满好奇 

作为随迁儿童，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而是生活在丰富多彩又具有极大诱惑力的现实社会中。青少

年对各种新生事物抱有极强的好奇心，但因其抵抗力、自制力和判断力等较弱，无法理智判断事务的利

害关系。因此，这一时期缺乏对网络使用正确的引导，容易误入歧途，偏离人生正常轨迹。特别是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推行的在线授课和学习，让随迁儿童接触网络电子产品的机会大大增加，

容易让随迁儿童在网络世界中迷失自我。 

5.2. 家庭对城市随迁儿童的成长教育不够重视 

问卷结果显示，37.88%的同学经常玩网络电子产品的原因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没有时间陪伴。可

见，具有网瘾或者网瘾倾向特征的青少年多数情况下缺乏同家庭成员的沟通和交流，这也较为切合随

迁儿童的实际，其监护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地建筑、小生意、运输等行业。一方

面，由于忙于生计，随迁儿童经常缺乏鼓励和陪伴，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关怀；另一方面，父母对孩

子教育的重视程度较低，除满足其基本需求外，很少关注孩子的心理期望和需求。部分监护人本身缺

乏自制力，自身耽于网络，更加滋生了孩子上网的欲望。因此，家庭教育的缺位会成为随迁儿童沉迷网

络的重要原因。 

5.3. 教育政策和资源分布的合理性有待提升 

第一，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教育公平。学校是青少年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学校教育在个人从自然

人向社会人转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虽然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

元差异有所缩小，但学生入学的户籍壁垒仍然存在。对于随迁儿童来讲，他们很难进入到和城市孩子相

同的学校受教育。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也

就是说，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配置是以户籍为基础，由户籍所在地的政府来解决，地方政府通常根据学

校的学生户籍人口数将经费下拨给学校。随迁子女并非居住城市的常住人口，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流

入地政府所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所以说，农民工及其子女虽然有强烈的进入城市公办学校接受优质教

育的愿望，但是现实状况却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定点接收随迁儿童的学校就读，一

般来说，随迁子女就读学校硬件设施差、待遇低，因此很难吸引优秀教师，教学质量一般。 
第二，家校联动机制尚不健全。随迁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在学校，传统应试

教育背景下，老师严格要求，加强纪律约束，狠抓学习成绩。但随迁儿童家长因为忙于生计，或者是本

身受教育程度较低，不重视孩子的教育，学生放学后家长不督促孩子完成作业，拓展学习，校内管控严

格但课下疏于管理，存在老师要求与家长期望不一、教育共识不一的情况。形成典型的 5 + 2 = 0 现象，

即学校教育 5 天，回家教育 2 天，学习习惯一切归零[9]。 
因此，随迁儿童基础薄弱，学习成绩普遍较差，上述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就是随迁儿童学业压力和

精神压力巨大，很难和城市学生齐头并进，学习中没有成就感，促使随迁儿童选择网络聊天交友和网络

游戏，在虚拟世界中需求自我的肯定和宣泄心理压力。 

5.4. 社会对城市随迁儿童的关注不够 

首先，在这个科技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手机、平板电脑等网络电子产品随处可见，电子产品的迅速

普及是导致青少年沉迷网络的直接原因。随迁儿童一般都跟随父母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边缘地带，因为

这些地方经济欠发达，缺乏娱乐活动场所，部分网吧老板在利益的驱使下，将网吧开在这些地方，且基

本不管国家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更有甚者，部分网吧老板还会利用各种条件引诱青少年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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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上网，随迁儿童由于年龄尚小，阅历较浅，认知程度较低，很容易被这些不良诱惑引入歧途，在不知

不觉中走上网瘾的道路。 
其次，整个社会追求所谓时尚的浮躁风气导致随迁儿童网络成瘾。随迁儿童本来就因为自己家境生

活等各方面不如城里孩子优越，所以追求时尚的心理就更强烈。当其听到或看到同伴使用网络聊天，玩

游戏时，觉得很时尚、很前卫。觉得如果自己过了这种生活就和那些城里孩子一样了。本来追求时尚是

每个人很正当的心理，可是当农村留守儿童这种心理只是停留在表面，得不到正确的引导的话，就会被

这种不良风气所误导，坠入网络的陷阱。 
最后，社会对于随迁儿童网瘾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够，对于网络平台的监管力度不够。青少年的网瘾

问题虽然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关注，这里面也包含随迁儿童，但明显的对于其关注不足。一方面，随迁

儿童因为其家庭条件的限制，一旦他们身心出现不健康因素，解决起来相较其他儿童更困难，因为他们

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且由于父母不在或只有一方在，疏于管理，网瘾问题本来就不易解决，大家尚未形

成共识，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不易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给予准确解答。另一方面，社会和

政府对于网络平台的监管力度不够，网络上的内容鱼龙混杂，充斥着暴力、色情等有损青少年身心健康

的内容，青少年盲目打赏主播，造成财产损失的事件常有发生。青少年群体辨别能力较差，往往会让青

少年沉迷其中。 

6. 社会工作视角下城市随迁儿童合理使用网络的对策 

社会工作中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影响、相互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由美国

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正式提出。他将个人问题的产生与社会多种因素相关联，分析个体行为和

心理发展受周围各种环境的显著影响，考察通过个人行为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解决服务对象实

际生活中的问题。他认为要想达到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微观、中观、外观及宏观等层面入手，通过多元

的干预介入增强个人的适应能力或者建立新的社会支持，从而达成环境与个人的适合程度[10]。为更好引

导城市随迁儿童合理使用网络，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性和高效性，本文社会工作生态系统视角，针对兰

州市 Q 区城市随迁儿童网络使用问题，从微观系统(个人及家庭层面)、中观系统(学校及社区层面)、宏观

系统(社会层面)等方面探索城市随迁儿童合理使用网络的对策。笔者认为，合理有效治理城市随迁儿童网

络使用问题，要充分发挥其自身、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的共同力量，帮助其树立科学的网络使用观

念，从缺失需要和成长需要满足的角度，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引导其内生动力的形成，把其在网

络世界获得的缺失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的满足转移到现实社会。 

6.1. 引导随迁儿童理性看待网络 

积极引导和发挥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快速融入流入地社会，树立自信心，充分激发随迁

儿童内生动力，从根本上解决网瘾问题。充分利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综合教育引导功能，加

强思想教育，使随迁儿童理性、客观、全面地认识和对待网络世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理念，端

正上网动机，正确区分和对待网络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不同作用，最大化将网络的

便捷性和智能性应用于学习之中。 

6.2. 呼吁家庭给予孩子更多陪伴 

随迁子女群体可能由于父母缺少监管或生活环境改变，很容易向网络寻求社会支持，进而沉溺于网

络[11]，因此作为父母无论如何不能将孩子的教育全盘推给政府、学校和老师的，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多

多陪伴孩子，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平时和孩子多做一些亲子活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思想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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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孩子的教育，把孩子的教育当成家庭的核心大事。家长个人要给孩子做好榜样，尽量避免一回家就

上网玩电子产品，给随迁儿童做好榜样。工作之余多寻找机会参加家长培训班的学习，多看一些书籍，

多上网查一些家教方面的资料，学习家庭教育的知识，科学育儿，引导孩子合理利用网络，将网络不合

理使用现象扼杀在摇篮之中。另外，家长应重视家校联动机制，学生放学回家后督促其高质量完成家庭

作业，巩固学校学习成果。 

6.3. 优化教育政策，发挥学校集中教育优势条件 

首先，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教育经费保障制度体系的思路要尽快明晰，这是推进相关政策实施的

动力源；其次，学校应加强监管机制，应从转变教育观念、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打造校园健康网站、创建

“家校联动”模式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对网瘾问题进行预防与疏导，充分发挥集中教育优势，主动

占领校园网络阵地，积极引导、趋利避害，有效发挥互联网的作用，把青少年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有利的

方向上来。通过建立一些健康有益、适合青少年品味的融政治性、知识性、教育性、娱乐性和趣味性于

一体的网站，使校园网络成为宣传健康网络行为的阵地，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并集中到这些网站中来，

加大力度开设网络学习课程，开拓视野，打消好奇心，让随迁儿童多接触网络世界，尽量让学生在学校

的监督下正确使用网络；最后，营造能够满足青少年心理需要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引导青少年寻

求健康途径满足自身需求。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老师必须高度重视随迁儿童的教育教学，加强学校

与社会、家庭的联系，尽可能为学生心理需要的满足创造条件和机会，尽可能促使学生贴近生活，走进

校园，融入社会，多多关注流动儿童一族，补齐短板，可以让城市儿童和流动儿童结成对子，相互了解，

取长补短，互帮互助。以学生成长为本，从根本上解决网络使用错位问题。 

6.4. 社会加大投入，加强监管，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首先，社会要着力推动随迁儿童稳定融入城市，需要完善立体化社会支持系统，推动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覆盖，同时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随迁儿童服务中来。比如政府购买服

务为随迁儿童进行文化课的辅导和网络知识的培训，补缺补差，为随迁儿童多开展一些活动，以弥补家

庭亲子活动的不足，在活动中让他们找到自信，树立信心，融入到城市，特别是同年龄段的小伙伴中去。 
其次，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控与管理，面对网络上良莠参杂的信息流，网络媒体要严格

自律，加强把关，建立有效的监控机制。将猎奇、色情、暴力等信息摒除在网络信息之外，确保青少年获

得健康有益的信息。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网吧的规定，加强对黑网吧的打击和取缔，还青少年健

康成长一片净土。推动防沉迷系统全网覆盖，增设人脸识别认证或实名制认证环节，从根源上控制未成

年人持续上网时间和上网时限。 
最后，相关部门应大力发展青少年社工组织，发挥社工组织的力量，加强心理咨询和教育，运用专

业手段和科学方法耐心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和积极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烦恼。 

7. 结语 

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是家庭的希望。随迁儿童作为青少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后备力

量和生力军。随迁儿童合理使用网络的问题需要国家层面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加强监督和管理的同时，

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实现未雨绸缪，以预防为主，推动技术进步、增强防范意识，努力形成学校、

家庭、社会良性互动的教育合力，才能使防沉迷工作产生良好社会效果，才能为随迁儿童的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随迁儿童的数量逐渐增加，引导其合理使用网络是整个社

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随迁儿童个体、其所处的家庭环境、学校乃至社会进行系统的监管和治理，

发挥现代性带来的优势和积极作用，让网络成为学生健康成长、快乐学习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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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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