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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知识

不要让网络烂梗再毒害孩子

来源：《中国教师报》 文/王崧舟

文/第五小学科丰校区教师 乔豫

8-14岁孩子 
行为的变化与发展特点

来源：新华社  

 家长做到这几点，孩子会越来越好。

父母用心管教 孩子才有好习惯

教育就是培养好习惯，而孩子好习惯的培养，

靠的不是老师的叮嘱，而是父母细心引导和用心

管教。一个习惯的形成，通常要花费几个月甚至更

长的时间，父母要一直陪伴。

 父母正确教养 孩子才有好品行

孩子的品行是家庭教育的综合体现，孩子生来

是一张白纸，父母是最初的执笔之人，孩子究竟长成

什么样子，关键在于父母给予了孩子什么样的教养。

父母正确的教养是孩子好品行的来源，能让孩子受益

终生，也是孩子行走人世间的底气。

父母做好榜样 孩子才懂得自律

孩子其实是一个聪明的观察者，父母态度上的懈怠、行为上的不

自律，很容易影响到孩子面对事情时的状态。

身为父母，想要让孩子自律，自己就不能袖手旁观，不仅要做孩

子成长的见证者，更要做孩子成长的参与者、以身作则的示范者。

有人曾说：“孩子最终成为怎样的人，主要取决于他从第一个教

育者那里所受到的爱的质量、陪伴和示范榜样。”千万别做个只会讲

道理要求孩子的父母，教育归根到底，就是父母要以身作则。

父母舍得放手 孩子才有责任感

父母天生对孩子有一种责任感，但过度负责

的父母，可能会剥夺孩子为自己负责的机会，导

致孩子独立性、自觉性和自制力发展缓慢，事

事都要依赖父母。

父母要学会对孩子放手，让孩子从小

学会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孩子只有体

会到肩膀上的压力和重量，才能真正担起

责任。

 父母耐心陪伴 孩子才有幸福感

一说到陪伴这个话题，很多父母也很无奈，毕

竟父母需要挣钱养家，的确有很多不得已。

但我们要明白，所谓陪伴，并不是说父母要一天24小时陪

着孩子，而是要懂得把日常里零碎的时间拼凑起来，见缝插针地给予

孩子高质量的陪伴。

当父母和孩子都明白，在固定的时间段我们彼此会有最好的陪

伴和相处，那么在规律的陪伴后，孩子们会寻找到最好的状态。

孩子们需要知道的是，他们对父母很重要，总是被爱围绕。在爱

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被足够的爱滋养，生活会更从容淡定。

父母高质量的陪伴，是孩子幸福感的来源。让我们与孩子一起成

长，也一起遇见更美好的自己。  

如何能够判断孩子是否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呢？

美国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伯格在《与青春期

和解》一书中提到：“平均而言，儿童在8岁或9岁

时进入青春期发育阶段”，心理学家将8-14岁称为

“前青春期”或“青春期早期”。这是儿童的第二

次意识独立期，在这一时期，孩子会爆发各种“异

常”情绪和行为，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在孩子8-14岁这个阶段，往往家长会产生以下

的疑问：孩子为什么不如以前听话了呢？为什么不

如以前活泼了呢？为什么开始说谎话了呢？他的学

习成绩为什么变差了呢？……

耶鲁大学格赛尔儿童发展研究所经过40多年的

跟踪研究，总结出了1-14岁儿童行为的变化与发展特

点，我们重点介绍一下8-14岁孩子的主要特点。

8岁，孩子突然变成了话匣子。此时他对自己

对别人的要求都忽然严格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很苛

刻。他对好与坏的观念，也不再局限于父母是否允

许怎么做，而是根据他萌芽出来的因果逻辑关系，

初步建立起是非观念。

9岁，是一个独立而执着的年龄，这一年是孩

子学习能力跨越提高的一年。在此之前的数年间，

每升高一年级，功课要求的难度比上一年都似乎只

是增加一点点。而现在，孩子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跨

越：要胜任四年级的功课学习，不但需要孩子具备新

的思维方式、新的抽象观念，还需要用全新的方法

来运用以前学过的、现在正在学习的一些知识。由于

成就感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相当重要，因此

小男生和小女生往往都变得十分好强，不论是做功

课还是玩耍，他们都不愿意失败，都要竭尽所能。

10岁，孩子的生活非常美好。此时的孩子行动

力更强，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随便一个简单

的事情就能带给他很大的快乐，比如说晚饭后可以

出去玩、没有家庭作业、光顾一个儿童乐园。同时，

他惧怕的情绪少之又少。根据10岁孩子的相关研究

报告，以前怕狗、怕黑的孩子，实际上他们不再害怕

这些了。

11岁，孩子是动态的。11岁的孩子自我意识在

成长，独立意识增强，反复无常是常态，家长要予

以理解。在情绪方面，叛逆的苗头已经生长。在活

动与兴趣爱好方面，对抗性增强，不愿独自玩耍。

12岁，孩子性格和行动都处于较理想状态，青

春期初期各项特征凸显起来。他们在自我照料和日

常作息方面已让大人省心不少，他们自信独立、善解

人意，并有了自我主张。在人际关系方面，与家人关

系缓和，异性之间不再排斥，同时兴趣广泛，偏爱集

体活动。对学生生活充满了热情，甚至热情过度。

13岁，是自我性格纠结的一年，但是他们的动

手能力频频闪现灵光。他们一改12岁时的阳光、沉

稳，再度陷入纠结的状态。不愿与人交往，内向，有

点退缩，不愿被别人窥探。他们虽然不喜欢与成年

人打交道，但看待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这时的他们开始懂得克制自己，不会吃起来没完没

了，基本上能做到按时上床睡觉。虽然他们这时的

性格阴郁、悲观、隐秘，可是，在动手方面，他们频

频闪现灵光，喜欢敲敲打打，自己动手修理和制作

东西。总体来说，13岁的少男少女已经明显显露出

青春期少年的特点。

14岁，是充满朝气的一年，但不能忽视发生的

意外事件。当他们从拧巴的13岁迈入14岁的年龄

时，在这个充满生气的一年中，你会看到一个角色

多变的少男少女。他们热爱学校，热爱与人交往，愿

意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十分充实。14岁的他们包容性

更强，而不再像一年前那样，对看不惯的事情也较

少大肆批判。尽管14岁的孩子具备这么多优点，但

不能忽视这时候的孩子由于没能获得足够的知识

与信息，同样会遇到诸多问题。这时候，家长如何

面对和管教孩子是非常必要和棘手的事情。

《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

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1亿。未成年人触网低龄化趋势明显，小学生的互联

网普及率达95%。

今年全国两会上，共青团和青联界别多位委员提交了关于青少年网络

安全治理方面的提案，针对网络暴力、“网络水军”和网络充值打赏等问

题，提出建议和措施，呼吁全社会一起为“互联网一代”青少年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

而最近被人民网批判的网络烂梗，无疑也是侵蚀孩子精神世界的一种

不健康网络文化，应该引起社会关注。

最近人民网评“鸡你太美”是恶俗烂梗冲上热搜，其中指出这些梗不

仅烂，还散发恶臭气息，还有一些网络表达已经涉嫌侮辱他人了。

这个问题存在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随着网络逐渐发达，尤其是

短视频平台飞速发展，学生嘴里的“梗”就没断过，经常会被他们莫名其妙

的哄笑和时不时说出来的一句“梗”而弄得一头雾水。

每每听到孩子说这样的“梗”就觉得非常不舒服，但是没搞清楚来源又

不知道从何教育、怎么制止。

如果是正常的、无伤大雅的玩笑，同学之间逗个乐没什么不好，但是

正如人民网评所说，小孩子现在学到的网络烂梗越来越多。

网络烂梗着实让人担忧，看着孩子一脸轻松甚至非常快乐地说出这些

烂梗的时候，老师、家长心里着实不是滋味，这些烂语言在侵蚀孩子的精

神世界，传递着不良的价值取向。

如何让孩子摆脱这些烂梗？断了网络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虽说这

些“梗”孩子都是从网络上学来的，但是网络却不是罪魁祸首。

加强对短视频的监管是有效的手段

首先要明确的是，这些“梗”何以流传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不管哪个城

市、哪所学校的孩子说的都是一样的“梗”。

细究一下，孩子多数是在短视频中看到的，现

在的短视频说句“无孔不入”也不算夸大其词，很

多社交平台都提供短视频，想不刷到都难。只要一

个“梗”在网络上流行起来，很多主播就会竞相模

仿，流量就像雪球，越滚越大，看到的人也会越来

越多。

所以，加强对短视频的监管是一种有效的手

段。在这个流量为王的年代，一些主播已经失去了

底线，他们不会考虑到推送这种视频会有什么危

害，他们只关注有多少人关注自己、自己的视频有

多少人观看。

这也是那么多主播伪造一些博人眼球的话题，

冒着违背公序良俗的风险进行直播的原因。我们不

知道短视频背后的制造者是谁，人人为自媒体的年

代，我们不能监控到每个人。

但是，我们可以监控视频。短视频平台或者相

关部门应该对短视频有严格的监管制度，让这种传

递烂梗的视频得不到流量，以降低其传播速度甚至

不能传播。

我们不能认为传播广、快的视频就是好视频，任

由其发展，视频好坏的评定也不能交给涉世未深的

学生。

利益是所有平台要考虑的事情，但是作为社

会的一分子，不能只考虑利益，每个人对祖国的未

来、对青少年的成长都应该负起一份责任，不能做

烂梗视频的推手。当我们看着孩子一脸天真地说

出那些恶言烂语时，是该反省反省，成年人怎么把社会环境搞得乌烟瘴气，

我们就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吗？

家长要对孩子负责

家长也要对孩子负责。很多家长在家就是捧着手机刷短视频，一刷就好

几个小时，时不时哈哈大笑，你让孩子怎么不动心？有些孩子自己在家或者

爷爷奶奶带，他们有自己的手机或者看爷爷奶奶的手机，无人监管。

沉迷于短视频的孩子不在少数，一个未成年人，难道父母奢望他自己

学会甄别好坏吗？难道忍心放任他在这个还没有完善的平台上横冲直撞

吗？难道就为了图清静让孩子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吗？如果说短视频是我们

这个时代绕不过的一个话题，家长完全可以引导孩子看什么样的视频，不

看什么样的视频。

我们反对的从来不是网络，而是网络上的“糟粕”。而“糟粕”在任何

年代都有，父母是孩子的监管人，理应尽可能带孩子远离或者学会甄别，培

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如果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爱好和兴趣，多陪陪孩子，让孩子的生活不

无聊，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规避掉这些有害的东西。

老师应用多种方式加强教育

同样的，学校老师肩负着育人的使命，并且孩子更信服老师的教育，老

师也要时刻关注孩子们的状况，如果同学之间以玩烂梗为乐，老师也应该

用多种方式加强教育。

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这些烂梗已经不是孩子间开开玩笑的事了，长

此以往，孩子的身心一定会受到伤害。共同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风清气朗

的成长环境，刻不容缓。

父母做好这些榜样孩子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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