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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艳，心理
咨询师，一个对人性和
生命充满探索欲的人；
尤为关注青少年心理健
康、亲子关系与家庭教
育。如果你想成为心中
有爱、眼里有光的父母，
请来晚报“心灵茶座”小
憩。

“看到娃儿耍手机，我就冒火！”“恨死发
明网游的人了！”“我家娃儿耍起游戏饭都可
以不吃，爹妈老汉都不得认！”

提起玩手机、耍游戏，10个家长估计有8
个都是满腔怒火，恨不得把手机砸了！把平
板扔了！把家里的网线掐了！把全世界的
网吧都关了！才解恨……

15岁的男生小K从初二开始迷上网游，
如今初三了，网瘾越来越大，有时候晚上能
玩到凌晨三四点钟。

小K小升初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父母
也不惜重金从初一开始就给他报了各种补
习班，但小K成绩一直平平；从初二迷上网
游以来，小K的成绩更是大幅下降，跟父母
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尤其是跟父亲之间随
时剑拔弩张。

“孩子身高 180cm，体重 140 斤，又高又
壮，说他两句，他呼啦一下站起来，恶狠狠地
把你盯到起，那气势简直……”

小K的父亲坚信，网游就是让孩子步入
歧途，破坏亲子关系的罪魁祸首。

“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自己舍不得享
受，把钱都投入到娃儿的学习上了，但可能
全部要打水漂，真是想起都心口痛。”

以前希望小 K 中考能考进重点中学本
部，但现在父母的期待从“上重点到至少要
上普高”一步步在降低，“我们担心他考不上
普高，每天焦麻了，他还是照样耍游戏。”

小K为什么会如此沉迷网络游戏？小K
的父亲埋怨，“全都怪娃儿妈妈，是她纵容
他，给他买了手机，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是这样吗？小 K 玩手机和网络游戏成
瘾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手机，小K
就会听父母的话，好好学习吗？

我们来走进小K的内心世界，听听他的
真实想法。

“我爸爸眼里只有成绩和分数，他要的
是一个学习机器，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儿
子。”

这是小K说的第一句话。
我清楚地记得，我初一的时候，有一次

月考突然胃痛，汗水都痛出来了，考试考得
很差。

回到家，我爸就冷笑着说了一句，“平时
不努力，现在来找这些借口，那些成绩好的
考试为啥子不胃痛呢？”

我当时心一下子就凉了，饭都没吃就冲
进我自己的屋里，我爸冲我吼了一句，“考试
考差了脾气还大得很，饿死算了！”

考试考砸的阴影，加上爸爸的不理解，
生气+委屈+难过，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了
出来，书完全看不进去（反正我努力了你也
总说我想偷懒），当时的情绪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处理，太难受了！

只有打游戏才能让我暂时不用去想这
些烦人的现实！

小 K 说，我爸平时经常出差，一回来就
对我和我妈各种看不顺眼，说我成绩差都是
随我妈。于是，我妈就开始跟他吵架。

他们只要一吵架就会摔东西，我在房间

里每次都听得心惊胆战，这个时候，网络游
戏就是我的救星。

我爸经常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偷偷进我
房间，东翻西找；我也知道他会在半夜站在
我房间门外偷听我有没有打游戏……我真
是越来越反感他。

他做任何事情都从来不征求我的意见，
好像我就是任他扯线的木偶，所以，他说什
么我就偏要跟他对着干！

因为，我要证明，他错了！
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天生需要感情的

纽带和联系，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就会转而
寻求那些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的东西，不论
是游戏、手机还是赌博。我们总要和一些东
西建立纽带，因为这是人类的天性。

所以，任何物质成瘾的背后，一定会有
不良的亲子关系、家庭关系或者是人际关
系。

现实生活中，当青少年得不到关心、鼓
励和认可，他就会到网络游戏中去寻找缺失
的这一部分。

在学校里被老师差别对待的孩子，会沉
迷于网络里体现的公平；

被家长不停批评埋怨的孩子，只有在游
戏里才能获得成就感；

在班上人际关系受挫的孩子，也只能在
游戏里才能跟好友组队，体验到归属感和被
需要；

在现实中不知道该怎么释放负面情绪
的孩子，只有躲进网络才能暂时忘记心理上
的痛苦体验……

那些迷失在网络中的青少年，往往都是
在经历了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之后，才逃进了
网络世界这个梦境中。

这份不如意，有些是父母在不经意间亲
手制造的，比如不尊重信任孩子，处处控制
孩子；或者当孩子经历了不开心的事情，当
他回家期盼父母能雪中送炭时，父母却只会
无情地往伤口上撒盐。

每次只要出现负面情绪，他就会惯性思
维向网络寻求安慰和寄托，时间一长，最终
成瘾。

我们总喜欢把孩子迷恋网络归罪于游
戏，归罪于电子产品。其实，就算全世界断
网——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家
庭关系做支撑，孩子大概率依然不会好好学
习。

他不会游戏成瘾、手机成瘾，他可能会
抽烟、酗酒、赌博，他可能会跟社会上的不良
青年“网”在一起，他可能还会离家出走，他
也可能会发展成抑郁、强迫等心理疾病，哪
一样都不会让父母省心。

就像小 K 说的，“如果我爸要强行收走
我的手机，我一定会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我
一定会让他后悔！”

无法想象小K最终会作出什么举动，但
青春叛逆期的孩子的重要特征就是“容易走
极端”，这也是有生理学研究基础的。

大脑前额叶要在28岁左右才能最终发
育完毕，青春期易冲动就是这个阶段的生理
特点。

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已经沉迷于手机或
者网游了，父母光是生气发火毫无益处。

这只会让亲子关系更加糟糕，同时也会
逼得孩子更加想逃进网络不出来。

父母能做的，首先就是改善亲子关系，
同时改善夫妻关系（不和谐的家庭关系是大
部分孩子出问题的根源）。

记住！没有好的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
孩子真的很难从网络里走出来。

有的父母经常会跟孩子说，“大人之间
的事儿，你莫管，你只要专心读书就行。”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你们吵得天翻地
覆，或者天天黑着脸冷战，家里的气氛要么
一点即燃，要么冷如冰窖，孩子能心无杂念
好好念书吗？

再来说亲子关系——不少父母很头痛，
跟娃儿说啥子他都没兴趣听，真的不晓得该
怎么来改善亲子关系。

当你跟你的领导或者客户在一起的时
候，你会绞尽脑汁聊啥子话题？

肯定是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对不对？
所以，娃儿喜欢网游，喜欢电竞，你就跟

他聊这个。有的父母一张口就是，“玩电竞
就是不务正业，没得前途！”

一句话就把天直接聊死，亲子关系跌到
零点。并且也没看到哪个孩子因为父母这
样说就马上“痛改前非”的。

事实上，现在很大一部分12——18岁的
男生心中都揣着一个滚烫的“电竞梦”，他们
热衷电竞喜欢电竞，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
事业。

不管家长们承不承认，反正电子竞技的
确是一种正经职业，早在2003年11月18日，
国家体育总局就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
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

作为父母，你如果真的关心孩子，就好
好去了解一下他们喜欢的东西，这是最基本
的尊重。

有的父母会说，玩电竞要玩出名堂太难
了，而且这个是吃青春饭，以后年龄稍微一
大就要被淘汰，下半生就惨了。

当然，这个是可以跟孩子讨论的，但讨
论的前提是：第一、对电竞不带任何成见；第
二、你要拿出大量真实可信的依据。

你的孩子如果想把电竞作为以后的职
业方向，你至少要能跟孩子探讨：目前全国
有哪些靠谱的专业学校可以去学去练，基本
的要求和门槛是什么，以后的收入和出路怎
样，如果过了年龄黄金期又能怎么转型……
所有资讯摆出来，有理有据，供孩子参考。

他大概率会知难而退，那你就如愿以偿
了；如果孩子选择迎难而上，趁机挑战一下
他的意志力和抗压力，也不是坏事。

总之，与其盲目反对，不如跟孩子站在
一条战线上，共进退。

孩子感受到你是真心实意在帮助他，亲
子关系不就自然而然地得到改善了吗？

你要能把全世界排名前十的电竞大神
的人生经历记得滚瓜烂熟，孩子还不得对你
仰慕崇拜啊！

话说回来，人家既然能成为电竞大神，
应该也有很努力很励志的故事，这些不也是
能激励孩子的正能量吗？

人本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罗杰斯认为，
人类具有天生的学习愿望和潜能，这是一种
值得信赖的心理倾向，它们可以在合适的条
件下释放出来；当学生了解到学习内容与自
身需要相关时，学习的积极性最容易激发；
在一种具有心理安全感的环境下可以更好
地学习。

手机、网游是新时代的新产物，父母应
该永远保持学习的心态，多元化地去接纳孩
子，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孩子身上，
相信孩子自身的向阳力，跟孩子一起面对问
题、解决问题，所有问题最终都将成为浮云。

孩子玩手机、游戏成瘾
的背后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