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家长该做的事（要担负给孩子买了智能手机后的责任） 

      我们不认为不让孩子使用智能手机就行，为了不让孩子们遇险，请在给孩子智能手机时，告诉孩子

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事”。 

什么是不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做的事？  

孩子们虽然知道智能手机的“乐趣”，但是并不知道它的“可怕”。 

    不往社交网络服务登载数落朋友的坏话等诽谤中伤的内容（这会导致纠纷，而且根据内容还会成为

一个犯罪加害人）。 

    附带定位信息的照片不要发表（可以从照相机App删除该定位设置）。也许会通过照出来的背景

等，被查出个人信息，拍照片或视频时要万分小心。 

    不盲听盲信来自网络的信息。 

    不拍摄、不让别人给自己拍摄、不发出去身着内衣裤或裸体照片（即使对方是跟自己谈恋爱的人也

不可以）。 

      不跟在网络上认识的人通过电话通话、互发信息，也绝对不要见面（会有心怀不轨的人伪装成好人）。

要告诉孩子危险性 

   要告诉孩子在网络上无法轻易地分辨出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而且还请告诉孩子，现实生活中

有遭受伤害的同龄孩子以及孩子自己也不知道何时就会遭受伤害。  

要告诉孩子父母才是智能手机的主人 

     智能手机等是由家长签订的合同，要让孩子明白“是父母借给你的”，并严密立下使用规矩等

（立规矩的方式参照下页——“第⑥节课”），让孩子保证遵守规矩，另外要由家长管理密码。

要告诉孩子不会因为“那是匿名的，所以……”，而就此了事。 

      要告诉孩子即使看不到脸，即使是匿名的，也不可以为所欲为。实际生活中不可以做的事，在

网络世界也不可以做，更别说网络欺凌了，任何恶行都一定会败露的。 

第   节课 为了正确运用社交网络服务等５ 

不懂的要让孩子教给自己 

      关心孩子使用着的App及游戏等，不懂的要让孩子教给自己，请亲自体验孩子使用的App等有

什么样的功能，什么地方危险，用你自己的话告诉孩子“智能手机的可怕”。 

    给孩子买了自行车之后，买完了就什么也不用管了吗？是不是直到孩子会骑了为止，要陪着孩

子一起练习呢？ 

     智能手机也一样吧？即为了孩子不因为智能手机受害，也为了孩子不伤害他人，教给孩子正确

的用法正是家长的责任。 

      除了个人信息（姓名、地址、年龄等）以外，还不要登载脸部照片以及校名、课外活动小组名等会

被人肉搜索的信息（不仅是自己的，朋友或家人的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