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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现象分析与对策

李Ǔ璐
西安翻译学院Ǔ陕西Ǔ西安Ǔ710105

摘Ȟ要：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现象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沉迷短视频、网络游戏等，对身心健康、学业成绩及社交

能力产生负面影响。成因涉及家庭监管缺失、学校教育不足、社会文体资源匮乏及个人自制力弱等。对策包括加强家

庭教育指导、强化网络素养教育、丰富农村文体设施、加强网络监管及培养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等，以构建健康网

络环境，促进留守儿童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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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问题

日益严峻，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不仅影

响儿童的身心健康与学业成绩，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

问题。本文旨在深入剖析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现状、成

因，并探讨有效的防治对策，以期为家庭、学校和社会

提供参考，共同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健康、积极的成长

环境，促进其全面发展。

1��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现状分析

1.1  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定义与表现
（1）定义与特征。网络成瘾是指过度依赖网络，并

因此对自身的学习、工作、生活及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

的状态。其特征包括难以抗拒的再度使用欲望、心理与

生理上的依赖等。这种成瘾行为可能表现为忽视现实生

活，逃避压力，寻求网络中的精神寄托等。（2）具体
表现。在留守儿童群体中，网络成瘾的具体表现尤为多

样。他们往往沉迷于短视频和网络游戏，这些活动占据

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根据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

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69%的留守儿童主要上网娱乐方式
是看短视频，而33.1%的留守儿童选择玩网络游戏。这些
数字揭示了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现象的严重性。

1.2  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普遍性
留守儿童网络成瘾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

题。据中国青少年网瘾报告显示，我国网瘾青少年数量

已超过2400万，其中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外出务工、缺乏
有效监管，更容易陷入网络成瘾的困境。研究还发现，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网络成瘾问题更为突

出。特别是在智能手机和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留守儿

童接触网络的机会大大增加，而监管的缺失使得他们更

容易沉迷其中。

1.3  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危害
（1）对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网络成瘾对留守儿童

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长时间沉迷于网络会导

致视力下降、体质减弱等身体健康问题。同时，网络中

的暴力、色情等不良内容也极易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造成

冲击，导致价值观扭曲、道德认知模糊。（2）对学业成
绩的负面影响。沉迷于网络的留守儿童往往无心学习，

导致学业成绩大幅下滑。他们可能因网络成瘾而荒废学

业，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进而影响到未来的教育和职业

发展。（3）对社交能力的负面影响。网络成瘾还会严重
影响留守儿童的社交能力。他们可能因过度依赖网络而

减少与现实世界的交流，导致内向、孤独，缺乏与他人

沟通和协作的能力。长期以往，这将对他们的社会适应

能力产生极大的阻碍。（4）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此
外，网络成瘾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留守儿童在

接触到网络中的不良信息后，极易出现行为失当、违法

犯罪等问题。他们可能会模仿网络中的暴力行为，甚至

成为网络犯罪的受害者或施加者，对社会稳定造成潜在

的威胁[1]。

2��留守儿童网络成瘾原因分析

2.1  家庭因素
家庭是留守儿童成长的第一课堂，也是他们情感依

托的港湾。然而，在现实中，许多留守儿童面临着家庭

结构的缺失和情感的疏离。（1）家长外出务工导致的
亲子分离和情感缺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

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留下子女在农村老家由祖辈或其他

亲属抚养。这种长期的亲子分离导致留守儿童在成长过

程中缺乏父母的直接关爱和教育引导。他们往往感到孤

独、无助，甚至产生被遗弃的错觉。为了填补这种情感

的空缺，许多留守儿童转向了网络世界，通过虚拟的社

交互动和游戏来寻求安慰和满足。（2）祖辈抚养的教
育水平和监管能力不足。祖辈作为留守儿童的主要抚养

者，往往因年龄、健康状况或教育背景的限制，难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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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高质量的教育和监管。他们可能对网络的使用不够熟

悉，无法有效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网络，也无法及时发现

和纠正孩子的网络成瘾行为。此外，一些祖辈出于溺爱

和补偿心理，可能过度放纵孩子使用智能设备，进一步

加剧了网络成瘾的风险。（3）家长补偿心理导致过度放
纵孩子使用智能设备。许多外出务工的家长为了弥补对

孩子的陪伴缺失，会通过购买智能设备、允许孩子长时

间上网等方式来“补偿”他们。然而，这种补偿方式往

往适得其反，不仅未能增进亲子关系，反而助长了孩子

的网络成瘾倾向。

2.2  学校因素
学校是留守儿童接受教育和形成价值观的重要场

所。然而，在一些农村地区，学校教育环境相对落后，

网络素养教育缺失，为教师干预网络成瘾问题带来了挑

战。（1）学校教育环境相对落后，缺乏网络素养教育。
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学校教育资源有限，

网络素养教育未能得到有效普及。学生们对网络的使

用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指导，容易受到网络成瘾的困扰。

（2）教师对网络成瘾问题的认识不足，缺乏有效的干
预措施。由于对网络成瘾问题的认识不足，一些教师难

以及时发现和识别学生的网络成瘾倾向。即使发现了问

题，他们也往往缺乏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帮助学生摆脱困

境。这导致了网络成瘾问题在学校的蔓延和恶化。

2.3  社会因素
社会环境对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影响不容忽视。农

村地区的文体资源匮乏和网络环境的复杂无序都是导致

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重要因素。（1）农村地区图书室、
休闲运动设施等文体资源匮乏。在许多农村地区，图书

室、休闲运动设施等文体资源严重不足。孩子们缺乏多

样化的娱乐方式和渠道来释放压力和消耗精力。网络因

此成为了他们主要的消遣方式之一，进而增加了网络成

瘾的风险[2]。（2）网络环境复杂无序，不良信息泛滥。
网络环境复杂无序，充斥着各种不良信息和诱惑。对于

缺乏辨别能力和自制力的留守儿童来说，他们很容易受

到这些不良信息的影响而陷入网络成瘾的困境。一些网

络游戏和短视频平台为了吸引用户和提高点击率，不惜

采用低俗、暴力或色情的内容来吸引眼球，这无疑加剧

了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问题。

2.4  个人因素
留守儿童自身的特点也是导致其网络成瘾不可忽视

的因素。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在面对网络诱惑

时更容易失去自我控制。（1）留守儿童好奇心强，自制
力较弱。留守儿童正处于好奇心旺盛的年纪，对网络世

界充满了探索欲望。然而，由于自制力较弱，他们很难

抵制住网络的诱惑，容易陷入网络成瘾的困境。（2）缺
乏玩伴，寻求网络社交的满足感。许多留守儿童由于家

庭环境的原因，缺乏同龄玩伴。他们渴望与他人交流、

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历。网络提供了一个可以即时与他

人互动的平台，使得留守儿童能够通过网络社交来满足

自己的需求。然而，过度依赖网络社交也容易导致网络

成瘾。

3��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防治对策

3.1  家庭层面
（1）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高家长的网络素养和监

管能力。家长在防治留守儿童网络成瘾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为了提升家长的监管能力，社会各界应提供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帮助家长了解网络成瘾的危害，掌握

监管孩子的技巧。此外，家长应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

熟悉孩子常用的网络平台，学会设置家长控制功能，限

制孩子的上网时间和内容。通过家长与孩子的共同努

力，营造出一个健康、积极的网络环境。（2）家长应
加强与孩子的情感交流，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留守儿

童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往往缺乏情感上的支持和陪

伴。为了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家长应加强与孩子的情

感交流，定期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孩子进行沟通，

分享彼此的生活和感受。同时，家长应鼓励孩子表达自

己的情感和需求，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帮助孩子建立

积极的自我认知和情感联结[3]。（3）约定上网时间，设
置电子产品使用限制。为了避免留守儿童沉迷于网络，

家长应与孩子共同制定上网时间表，明确每天允许的上

网时长和时间段。同时，家长应设置电子产品使用限

制，如设置密码、安装家长控制软件等，确保孩子在规

定的时间内使用电子产品。通过这些措施，帮助孩子养

成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

3.2  学校层面
（1）强化网络素养教育，提高学生对网络信息的辨

识能力。学校应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课程体系，通过开

设专门的课程或讲座，向学生传授网络安全知识、信息

甄别技巧等。通过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网络，提高他

们的网络安全意识和信息辨识能力，从而避免受到网络

不良信息的侵害。（2）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学校应加强心理健康教

育，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化。通过开设心理健

康课程、设立心理咨询室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

和辅导。同时，通过班会、主题活动等形式，开展价值

观和行为习惯教育，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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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抵制网络诱惑。（3）组织丰富
多彩的课外活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减少网络使用时

间。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学校应组织丰富多彩的

课外活动，如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科技制作等。这些

活动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还能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减少他们在网络上的时间。通过参与

课外活动，学生可以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拓展社

交圈子，满足社交需求。

3.3  社会层面
（1）政府应增加农村文体设施设备的建设，丰富留

守儿童的业余生活。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文体设施设备的

投入力度，建设图书室、体育馆、文化广场等公共设

施。这些设施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丰富的业余生活选择，

有助于减少他们对网络的依赖。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

举办文化节庆活动、体育赛事等方式，丰富留守儿童的

精神生活，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2）加强网络监管，
净化网络环境，打击不良信息。政府应加强对网络平台

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网络监管机制。通过技术手段和

法律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打击网络上的不良信息和违法

违规行为。同时，加强对网络平台和应用程序的审查力

度，确保其内容健康、合法。这有助于为留守儿童营造

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降低他们受到网络危害的风险。

（3）社会组织应关注留守儿童群体，开展针对性的关爱
活动。社会组织应关注留守儿童群体，了解他们的需求

和困境。通过开展针对性的关爱活动，如心理辅导、兴

趣班、夏令营等，为留守儿童提供关爱和支持。这些活

动有助于缓解他们的孤独感和无助感，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和社交能力。同时，社会组织还可以与政府部门、学

校等合作，共同构建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为留守儿童提

供全方位的关爱和支持。

3.4  个人层面
（1）培养留守儿童的自我管理能力，提高自控力。

培养自我管理能力是留守儿童防治网络成瘾的关键。他

们要学会规划时间与生活，明确目标和责任。可通过设

定短、长期目标并制定可行计划，逐步养成自律的生

活习惯。面对网络诱惑，要用理智战胜冲动，提高自控

力。这可借助日常小练习，如定时学习、规律作息等方

式来培养。（2）鼓励留守儿童参与社交活动，拓展人
际关系。留守儿童常因缺父母陪伴而孤独，所以要积极

参与社交活动、结交新朋友。学校、社区和社会组织应

提供多样化社交平台，像兴趣小组、志愿服务、文化交

流等。通过这些活动，他们能拓展人际关系，增强社交

能力，减少对网络的过度依赖。同时，还能学习团队合

作、沟通协调等社交技巧，为未来生活打基础[4]。（3）
引导留守儿童树立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避免过度依

赖。留守儿童需认识到网络只是工具，并非生活全部。

家长和学校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明确

上网目的和意义。教育他们识别网络信息真伪，避免受

虚假信息误导。还要学会合理安排上网时间，避免沉迷

网游或社交媒体。家长和学校可设定上网时间限制，提

供其他娱乐活动，助力他们摆脱对网络的过度依赖。

结束语

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问题的解决需要家庭、学校、社

会及儿童自身多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强家庭监管与教

育、提升学校网络素养教育、丰富农村文体资源及培养

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等措施，我们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留

守儿童网络成瘾。未来，我们应持续关注这一群体，不

断完善防治体系，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让科

技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助力而非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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