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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当代中职学生过度网瘾的成因与在国家“网络安全”
背景下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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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职学生往往被贴上叛逆、任性、懒惰、无趣、缺乏责任感，甚至缺爱的一些标签和特质。一个时代就会有一个时代
的产物，而这些现象的罪魁祸首难道是手机吗？并不是，而是网瘾。基于此，论文直面问题探究中职学生过度网瘾的成
因，并在国家“网络安全”背景下深度研究缓解这一现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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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手机的出现到普及，互联网的高速发

展给人们带来益处的同时也露出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难道

是手机的错吗？并不是，是不良网络和不法犯罪分子找到了

可乘之机，是长期的“习惯”使得我们上了瘾，手机不在身

边就像失去了“亲人”。显然，人们对它产生了依赖，其中

以青少年最为严重。据央视网报道，根据《中国青少年健康

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2018版）》，“网络成瘾”是指在

无成瘾物质作用下对互联网使用冲动的失控行为，表现为过

度使用互联网后导致明显的学业、职业和社会功能损伤。其

中，持续时间是诊断网络成瘾障碍的重要标准，一般情况下，

相关行为需至少持续 12个月才能确诊。央视网进一步表示，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7年 12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 7.72亿，其中学生群体规模最大，占比为

25.4%。12~16岁的青少年是网瘾高发人群。2020年，中国

未成年网民达 1.83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4.9%，

上网玩游戏的未成年网民比例为 62.5%。青少年网瘾问题得

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高校教师，开展网瘾现象研究，有

助于干预中职生网瘾现象的发生和负面发展，一方面尽可能

减少网络对他们心理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可有助于有针对

性地采取相应的教育对策，使网络真正成为提高个体活动效

率、丰富个体精神生活的有益媒介，在理论上和教学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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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了“网瘾”就像是得了“病”，

既然是病就有它的成因 [1]。

2 中职学生过度网瘾的成因

目前的青少年在飞速发展的今天，无论身体还是心理

都处在各种压力之下，很容易使他们产生负面情绪，网络就

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大致成因如下。

2.1 网吧的吸引

一些利益至上的网吧经营者用尽伎俩招揽未成人到网

吧来。例如，把网吧开设在学校附近，使得本来自控能力较

弱的青少年很容易走进网吧。

2.2 不良网页的诱惑

网上各种不良黄色信息、凶杀、暴力等有害信息，严

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污染了社会环境，严重腐蚀未成年人的

心理健康，对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质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从而引发了诸多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

2.3 家人忽视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和沟通

网络成瘾的孩子大多数性格叛逆，孤僻、自闭、有离

家出走、自杀、暴力倾向，或被其他同学孤立等经历。他们

现实生活里受到的关注太少，家长忽视和孩子心灵上的沟通

与交流，缺乏家庭温暖的他们转而利用网络的交际功能，从

中寻找所谓的温暖，也易因此沉迷于网络。家庭引导教育的

缺失很容易使得本身就单纯的青少年们被不法网络骗子们

拉团入伙，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

2.4 逃避现实，宣泄压力

这样的情况在群体中占多数。中职生不论走读生还是

住宿生都有这样的问题，只要给他们自由的休息时间一定是

“低头族”，篮球场、足球场、活动室，尤其是图书阅览室

经常空无一人。他们把娱乐的空间和时间都给了网络。可怕

的是无法自拔，他们不愿意与人沟通，他们捧着“最心爱的

手机”徜徉在所谓“自由的世界”。他们也不愿被人打扰，

如果被制止，烦躁负面的情绪马上爆发，使他们失去对情绪

的控制。

通过前期作者和老师团队们的调查研究发现，中职学

生过度网瘾大致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执着型。有的执着于“网络游戏”，他们通过

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找到自我“价值”，他们甚至不惜废寝

忘食地玩，节衣缩食只为给游戏充值来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和

兴奋感，能助长他们的王者“自信”，能放纵自己的一些所

作所为，一场游戏一场梦，使得他们不愿意回归现实，因为

现实里的他们并没有那么的“优秀”，也很难收到“认可”，

现实生活中的条条框框让他们感到烦躁，想要逃避。还有的

是追星一族，“饭圈”现象害了多少青少年，作为粉丝的他

们从不吝啬金钱为支持他们心中的偶像明星。对正确的价值

观的培养是个极大的冲击。

另一类是“无头苍蝇型”。他们也不喜欢打游戏，但

是成天流连于各类网站，手机里下满了 APP，他们不执着

于一类事情，甚至你问他为什么上课掏出手机，他们的回答

往往是“我看看时间……，我看看……”。他们自己也不知

道为什么就离不开手机了。还有的学生幻想自己也能像那些

网红主播一样，他们刷抖音，玩快手，看的大多数都是没有

意义的视频 [2]。

3 网络安全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既为人们造福，也不可避免的带

来了“伤害”。互联网发展的初期，人们并未意识到它带来

的反弹效应。甚至有的人错误地认为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信息

全都是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安全的内容。近年来，兼职刷单、

网络传销、网络理财诈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一系列在中

职学生身边常见的网络安全问题比比皆是，从而使得本身就

缺乏辨别是非能力的那部分青少年们信以为真，误入歧途。

关注青少年的网络安全和身心健康必须正确的引导，给他们

指明方向，教他们辨别是非，防范电信诈骗，善用网络，做

网络的主人，纠正自己的错误认知，知法、懂法、学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作为中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

间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是中国网络空间法治建

设的重要里程碑，是依法治网、化解网络风险的法律重器，

是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2021年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于 10月 11日至 17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

维护网络安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不是法外之

地，大到想要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

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小到想要利用

网络进行欺诈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

非法物品等诸多行为，都将被坚决管控，坚决制止和严厉

打击。

社会有法律的监管和保障，学校也要对学生进行网络

安全教育。出台制度帮助中职学生戒掉网瘾。开设有利于他

们身心健康的各类社团，开设相关心理健康讲座，时常把握

他们的思想变化。鼓励他们丰富内心建设，培养各类兴趣爱

好。教他们学会沟通。

中职学生年龄小，思想还不够成熟，对法律更是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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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做得也不够，没有个人收入，因此

很容易贪小便宜吃亏上当。家长也要多学习网络安全相关知

识，平时对他们耳濡目染多鼓励少打击，多关心少冷漠，多

一份耐心和孩子们多进行心灵沟通 [3]。

4 结语

通过前期调查研究，我们收集准备了大量资料，通过

对数据的整合和分析，利用课上、课下时间和学生实现灵魂

交流，使其深刻认识到网瘾的危害。同时通过学校、家庭和

社会多方联动共同教育，扭转学生网瘾现象。学生的教育是

个系统工程，应该是由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共同合作进

行教育。通过学生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整体力量建构

一个立体交叉的防护网，切实重视学生的心理需求，帮助他

们摆脱心理困境，提高心理素质，培养健全人格。最终培养

学生树立正确的手机价值观，开发手机的助学功能，以网

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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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正常运行，为实验结果的精准性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进而增加学生的实验信心 [4]。

5 结语

综上所述，实验教学改革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理念，

与高校物理教学工作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实际教学工作

展开的过程中，需要积极推广实验教学落实效果，提高实

验教学工作的参与比例。优质的实验基础是激发学生学习热

情，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提高其对于物理学习兴趣，推动物

理事业更好发展的重要手段。实验室内各种先进的设备需要

满足日常做实验需求，同时良好的设备运行，也是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和探索能力的重要手段。只有学生从接受物理

实验带来的成就感，才能够在其日常学习和工作中提高对物

理学习的兴趣，进而推进高校物理教学工作达到有效的落实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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