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手机，

想说爱你不容易！

该不该带手机各有道理该不该带手机各有道理
高2016届26班 赵房禹瑞

我和身边的同学交流讨论了一下，应该带手机
的理由有三条：

理由 1：有的家庭中父母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
关心接触孩子，如果孩子能随身带着手机，外出或
上学时就能随时给父母报个平安，既减少了父母的
忧虑，也节省了很多时间，非常方便。

理由2：现在的人经济条件好了，给孩子买个手
机不是问题，现在带手机的同学越来越多了。据一
位老师说：他们班里 50 名同学，40 名同学带手机，
这个可怕的数字足以说明带手机的普遍性。

理由 3：只要学校能制定好一些相关制度，学
生不影响课堂教学，完全可以带着手机。便于学
生多角度交往、学习，及时了解新闻、消息等，不与
社会脱轨。

不应该带手机到学校的原因好像多一些：
原因 1：有损健康。手机对人尤其是学生的辐

射力很强，时间长了会有损大脑，对身体健康极为
不利。

原因 2：有安全隐患。学生的防范意识还比较
弱，加上由于贪玩，所以手机很容易丢失。另外，也
有可能成为不法分子的猎物，轻者被恐吓、威逼；重
者则有可能遭受暴力逼迫，甚至是生命危险。

原因3：助长虚荣。容易引起同学间互相攀比，
助长虚荣。尤其对于很多农村或农民工在城市读
书的子女，有的甚至还会带来家庭负担和心理负
担，使学习成绩下降。

原因 4：容易养成不健康行为。智能手机功能
太多了，对学生来说极容易造成一些不健康行为。
比如上课偷发短信、聊天、玩游戏、看电子书、考试
作弊、偷拍甚至看一些不良信息；有的同学根本管
不住自己，晚上躺在被窝里，本想着只玩一小时，结
果不知不觉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影响睡眠，第二天
听课昏昏沉沉，学习成绩下降。

原因 5：作为学校应该有行为规范的约束。学
校明令不准带手机、mp3、文曲星等进入校园，而

《中学生守则》的第 2 条明确提出“遵守校规校
纪”，《中学生行为规范》中也有提到：不互相攀比、
不互相作弊、不浏览、不制作和传播不良信息等。

原因 6：方便与家长联系不是理由。我们完全
可以借学校的电话或者老师的手机用一下，或者买
一张 IC 卡随身携带，既安全又方便。家长找我们
也可以通过老师找。

听说，现在有了专门儿为学生准备的只能通电
话的小灵通，可是，学生们会用吗？不管咋样，我个
人认为，当前，最好还是不带为好。

倘若我们过于依赖手机倘若我们过于依赖手机
未来的世界会因我们失去未来的世界会因我们失去““声音声音””

高2016届12班 牟柏颖
当今时代经济飞速发展，电子科技产品也被越

来越多的利用于我们的生活中。手机、电脑、游戏
机等许多高科技产品的换代更新速度令人咋舌。

从前走出家门，饭桌上街道上四处洋溢的都是
人们之间的言语交流，世界也是有声的温暖，可现
在出门在外，公交车上，马路上，随处可见的景象都
是人人埋头沉浸于掌中的手机。游戏也好，新闻也
罢，世界冷寂再无人气，只剩冰冷的屏幕上闪耀的
字符，和对着屏幕看人们诡异的表情。我个人认为
电子产品并非必须品，尤其对于学生。我们现在都
处于青年时期，正是行为习惯的培养和校正的黄金
时期，倘若我们过于依赖手机，每天沉浸在虚拟的
世界中，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世界将失去“人
气”，没有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沟通和交谈，没有

“人声”，未来的世界也会失去“声音”。

学 习 与 带 不 带 手 机学 习 与 带 不 带 手 机
并 没 有 太 大 的 联 系并 没 有 太 大 的 联 系

高2016届12班 刘耕佐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手机这个

“旧时王谢的堂前燕”，如今也已经“飞入寻常百姓
家”，扮演了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还进
化出了很多新的功能。学生们可以借助其强大的
功能来开展一系列活动，比如上网查阅学习中所需
要的资料，在网上和同学联系探讨问题，或者是快
速的了解国内外的实时资讯等。

可就是这样一个方便快捷的高科技产品，使得
无数老师，家长头疼不已，原因就在于许多学生沉
迷于手机的个项功能，他们上课不听讲玩手机；下
课不活动，不与同学交流玩手机；晚上不早早休息
玩手机，搞得第二天上课没有精神，又听不进去课，
成绩一落千丈。终于，学校下达命令：“任何学生不
得带手机进入学校”，可学生们完全不愿服从这条
规定，对此，学校老师很是苦恼，家长常常气愤，也
有学生难免后悔。

事实上，在我看来，一个学生的学习状况与他带
不带手机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如果他原本就爱学习，
那么手机就会成为他学习的助力，可是如果他本就
对学习没有太大兴趣，那么玩手机只不过是替代了
他原有的娱乐方式而已，所以在学习这件事情上，自
主意志所占比例高于一切，而禁止学生带手机，只会
阻碍那些爱学习者进行更加方便的学习罢了。

以为有足够强的自制力带了也无妨以为有足够强的自制力带了也无妨
但一旦玩上了就根本停不下来但一旦玩上了就根本停不下来

高2016届12班张宇
现在，大街上几乎人人都会捧着一个以手机

为首的高科技的电子产品，学生也不例外，带手机
进校园也成自然现象。

“学生应不应该带手机“一直是困扰老师和家
长的问题。众所周知，手机已不仅可以用来打电

话，随着科技的进步，手机已经发展成与人类生活
密不可分，使很多人都患上了“手机依赖症”。也就
是整天的面对手机不与人交流不去进行应该的社
交活动，更有甚者上课都在与自己的手机愉快的

“玩耍”，导致上课不能认真听讲，然后不能跟上学
习进度，最后导致自己学业荒废，虚度了光阴，失去
美好的未来。

所以，我反对学生带手机。因为我就是一个活
生生的例子。我以前一直带手机上学，因为我听人
说只要有足够强的自制力带了也无妨。原来我还
觉得有道理，现在我觉得绝对是错误的。当时我带
着这样的心态尝试的那段时期，一旦我玩上了手机
就根本停不下来，也许这仅仅我的自制力不够，但
当我看到自己的同学许多也这样时，我就不以为然
了，大家都一样无法控制自己。另外，我认为那些

说自己带手机是为了联系家人说的都是屁话（原
谅我的无礼）。学校建立的固定电话亭就是为了
让我们方便联系家人。带手机完全就是为了玩，
玩着玩着，就玩丢了时间玩丢了学业，玩丢了交际
玩丢了视力。

所以学校不让带手机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
应当去遵守。不带手机去学校有利于学业，也有
利于我们的健康和提升交际能力，有利于我们的
未来发展。

莫要让手机成为莫要让手机成为
我们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我们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

高2016届12班 张宇晨
作为一名住校生，我拿手机，但不带到教室。

对于我而言，手机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平
常我除了用社交软件和朋友们聊聊天叙叙旧，和家
人打电话发短信，更多的是看电影、查资料、玩游
戏、听音乐、看英美剧。我一般每周会从手机上下
载 1~2 部电影，游戏也是一周翻版一个，音乐库有
时间就会更新。更多时候，我把手机当作一个和我
有相同爱好的朋友，我不太会因为用手机娱乐而影
响到我的日常生活，爱好毕竟不能成为生活的主
干。

高中生是否应该带手机到学校这个问题，我认
为还是因人而异。有的人自控能力很强，明白什么
时候该做什么；而有的人却不然，不能克制住自己
看手机的欲望，因而耽搁了许多事情。人性是贪婪
的，每个人都有很多难以满足的欲望。世界上美好
的东西实在太多，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堕入欲望的
深渊。如果手机影响了你的学习甚至是你的生活，
那也是你个人的原因，和手机没有一点关系。我以
前在书上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你和很多同学去朋
友家做客，朋友家只有雪梨，大家都愿意吃，而你只
吃苹果，结果朋友家没有，你的心情很不好。但你
不爱吃雪梨是雪梨的错吗？手机的发明是为了方
便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生活添彩，而不是让你虚
度光阴。

那么我们的自控力为何这么弱呢？当今社会，
很多上一年级的小孩子手里拿着的不是可爱的毛
绒玩具或者机器人，而是手机和平板电脑。而在西
方国家，孩子对这些高端电子产品根本就没有那么
大的依赖，在他们眼中，和家人一起玩耍才是最吸
引人的。归根结底，这不仅关乎人性，更反应了我
国教育的缺失。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高中生应该合理
安排娱乐时间，莫要让手机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
绊脚石。学会克制，方能成功。

做了你认为有意义的事做了你认为有意义的事，，
那就别后悔你的选择那就别后悔你的选择

高2016届12班 杨彤
首先我觉得我们不应当把手机这件事当作

问题对待，手机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一大产物之
一，手机的发明极短的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由于科技在
发展，历史在进步，手机这个产物是人类历史发
展的必然，不能主观的因为它对你产生的你所认
为不好的影响而把它当“害虫”一样的对待。正
如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虽然也有种种弊端，
但你却不能把它叫做人类发展的“问题”。正如，
电脑、网络刚普及时，很多家长对孩子上网也是
限制很多，但现在多数已经习以为常了，至于，上
网成瘾那真是个人的意志、自控力、目标追求等
等所致，与网络本身没有关系。新生事物刚问世
总是会引起人们的热衷，但过一定阶段后，人们
自然而然就会正确对待。

其次，我想谈一个观点不一定对。我不能一味
的去说手机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也不评定青少
年到底该不该用手机；更很难说清青少年使用手机
的利与弊。我只能去说，请以一个主观的态度去对
待你用了手机这件事。我认为，只要你认为你在某
一时间段内使用了手机，做了你认为有意义的事，
那就别后悔你的选择。“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当你
老时回忆起往事，是非成败转头空，你只会因为你
这一生自己的选择而感慨，不论如何，你都已经过
完了一个精彩的、不曾辜负的人生！

这种影响是对现代中学生价值取向的这种影响是对现代中学生价值取向的
扭曲扭曲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高2016届19班 李成博
六月，也许缺少了几分旖旎与惆怅，但却多了

几分放荡与不羁，此刻，梦与心必将碰撞出热烈的
火花。随着现代电子产品产业的飞速发展，我们的
生活也看似“多姿多彩”。人们对于手机等高新产
品的依赖早也高于友谊与亲情。这种现象也在潜

移默化的影响了当代的中学生。在我看来，这种影
响是对现代中学生价值取向的扭曲，是一种不正常
的社会现象。

随着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学生对新的科技认知
度可谓“了如指掌”。在家中，中学生们缺少了与父
母的沟通，用电子产品代替了一切有意义的家庭活
动；在学校中，同学们更是不顾学校的三令五申，沉
醉平板电脑的乐趣，沉醉于手机中的各种游戏。在
日常生活中，大街上，地铁中，随时可以寻找到中学
生们手握各种电子设备的身影。不觉中，这似乎已
经成为了当代的一道“风景线”，也许日益进步的科
技，也许当今的新“事物”——微信，微博是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增长中学生的知识面，形成“有广度，有
深度”的新一代创新型人才。但也许这又是一个幻
想，只是科技发展的初衷。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并
没有超强的克制力，并没有超强的“是非观”。所
以，学校禁止中学生将手机带入校园其实是对我们
的一种保护。

作为一名中学生，也作为一名小小的“评论
员”。我对中学生利用电子产品深有感触，也许最
初无非只是为了方便联系，用来放松心情——玩游
戏，然后克制不住自己开始整夜的聊天，导致影响
到正常的学习生活，然后学业荒废。据我所知，更
有甚者将手机带入严肃的考场进行作弊，这不仅是
个人诚信问题，也许可以认为是对当代电子技术的
侮辱。综上所述，我的观点十分明确，电子信息产
业的飞速发展的初衷是好的，但却在无形中影响了
中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对中学生的学业和生活遭成
了巨大影响。

可这又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社
会问题，但一直未有多大成效，先谈谈我的一点建
议，学校应当与家长合作，限制孩子的手机等电子
产品的使用时间与地点，才能将手机带入学校，并
正当使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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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微眼看天下

在这一次有关“智能手机，想说
爱你不容易”的讨论中，我们就学生
学习生活与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关系
进行了讨论，大家说了说自己与电子
产品的许多故事并且对于这个问题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同学可以很
好地克制自己，对于我们的使用手机
习惯给出了建议；另外也有同学反思
了自己在使用手机中一些错误。我
们也就如何改变这一现状进行了讨
论，有些同学的意见是应让大家提高
自制力，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让电
子产品不耽误学习：也有同学认为应
改变管理方式，尊重学生的情况，对
于手机管理政策稍加调整；另一部分
同学认为可以反过来利用高科技产
品来促进学习，这无疑又是一种新的
途径。在讨论中，我们明白了原来这
个事情可以有这么多解决方法，也知
道了同学们其实都有类似的问题，而
尽我们高中生的能力去思考并提出

自己的看法这也正是我们这次讨论
的目的，后来在一些班级进行了相关
问题的调查，调查结果也映证了我们
讨论的必要性。

我们应当明白，手机本身没有问
题，有问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必须
让自己管理好自己才是真正解决问
题的办法。今天的我们必将成为历
史，我们要为未来竭尽所能的去思
考，提出想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
世界，为了学弟学妹们，为了更好的
未来。

欢迎各位同学就自己关心的问
题发起讨论，我们微评社欢迎你来与
我们共同思考与讨论。

联系人：高2016届29班呼延贝贝
12班罗屾 26班赵房禹瑞

参加本期沙龙的同学：高2016届
7班牛丽婷、8班南子渊、10班王杰旋、
12班张朝晖、张宇、杨彤、张宇晨、马
知道、刘耕佐、19班李成博、22班袁澜
轩、26班赵房禹瑞

主持人：高2016届29班呼延贝贝

两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用科技大幅度提高了生活
水平，我们完成了许多祖先难以想象的任务，进入21世
纪的今天，高科技产品已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
是在Steve Jobs的“革命”后，不得不承认，以手机为首
的智能便携式电子设备已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在如今的各个校园中，有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有
的学生刚一出校门便掏出了手机，显然“蓄谋已久”，但
很显然，学校是禁止带手机的，也就是说，在校园里很多
学生都携带着手机等电子设备，虽然明知校规禁止，但
仍“顶风作案”，其实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随着近两
年相关事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已不由得我们去无视这
个问题，我们应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去思考，是否我们
可以更进一步、更有效地解决这个令人几份欢喜几份头
疼的问题。

为什么在各校校规的明文禁止中，教育专家一再劝
解下，甚至已成教育界共识的压力里，学生带智能手机
进校园这种现象依然普遍？许多家长也明白其中的道
理，但又为何那么多学生的家长对此默许？其中最根本
的原因在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有这个需求。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手机确实有可能对于孩子的学
习有不良影响，但因为科技进步，交通发达，不少孩子不
得不离家很远去上学，并且在学校一呆就是一整天，期
间也有可能发生各种事情，顺理成章的，没有什么能比
手机更便捷的联系方式了，因此很多家长也同意了给孩
子配手机。

从青少年的角度来看，时代已经变了，在与同学的

交往中以及开始接触社会的时候，手机已经成了必不可
少的工具，在这样一个连打的都要用打车APP的时代，
还能指望出门没有便携式移动终端吗？显然是不现实
的，所以手机也成了很多学生了解新的知识，体验社会
更好的途径，成为了学习生活的一部分。

再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在一些教育家的眼里，手机
等电子产品无异于洪水猛兽，它会导致学生沉迷于其
中，注意力分散，学习成绩下滑等等并引发一系列严重
后果，这自然是很多学校都不愿意看见的，因此纵然有
以上种种原因，学校也要坚守原则，决不允许手机等电
子产品出现在校园内。

但凭心而论，就目前而言，学校的种种禁令有用
吗？或者说那些危害的道理说了很多有效果了吗？显
然是没有。甚至在校园里，有些已经开始反思此种现象
的老师已经不再对学生的行为过多约束，大家都已经明
白这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将学生与其彻底隔离开显然是
天方夜谭，因此有些学校已经开始了改变。在部分欧美
国家，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开始思考如何将科技与教
育相结合，Jobs在新版MAC电脑发布时做过这样的预
言“是时候让科技冲击这个已经陈腐的教育体制了。”事
实上，苹果公司已经在一些高校进行了实验，让学生用
电脑上的软件学习，结果证明，学生的学习效率大大提
高，同样，韩国政府正在计划到2015年实行电子书包改
革，那么，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与新
的曙光，那便是学习与电子产品似乎不用势同水火，我
们可以利用好新的科技来使教育更加个性化，而教育与

现实的矛盾也有望化解，同时这也似乎可以成为我国制
度化应试教育改革新的途径，由此来看科技与教育的结
合前途无限。

我知道用科技促进教育这种想法十分超前，也有很
多限制，但我想说时代已经不会等我们了，正如我们所
流传的，一个学生的学习会浪费多少资源？我们每年用
于试卷的纸要植多少树林？

我常在想：难道我们要放弃尽可能提升学习能力的
方式而继续如今这种死板的，没有个性的教育方式吗？
时代在变，我们应当好好想想了，抛弃过去的思维定势，
去思考我们能否有更好的未来。

■ 我知道用科技促进教育这种想法十分超前，也有很多限制，但我想说时代已经不会等我们了。

■ 我们可以利用好新的科技来使教育更加个性化，而教育与现实的矛盾也有望化解，同时这也似乎可以成为我国制度化应试教育改革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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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们在查找相关资料时发现一篇报道文章——《“新潮课堂”让人大开

眼界。学生们玩“手机”上数学课》，说的是 2011 年全国课改典型名师特色课堂观摩

会上，有老师带领学生们玩“手机”学数学。看到这个报道我们心中感到一阵激动和

振奋。智能手机本身有什么错？让它成为我们学知识、长见识的工具该有多好，若

真能用手机上课，那感觉会怎么样？我们想，对智能手机我们无须逃避，必得面对。

它在觊觎着你的时间和意志，对你则是考验和挑战，不要让你成为它的奴隶，而要让

它成为你的忠实伙伴，良师益友才是王道。

结束语

编者按：学生带手机进校园是个老话题。今天老话重提，是因为学生带手机实实

在在已成为老师难管、家长头疼、学生自己也又爱又恨的一大社会问题。

智能手机换着花样推出的各个功能，给学生们单一的学习生活开了一扇窗，成为

我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的一个乐趣所在。纵观身边使用手机的同学们，一部分同学

将手机当做查找资料、丰富知识、交流交友的便捷工具，手机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而

多数同学都是当玩具或者沉迷于娱乐之中不可自拔，被称为是消磨学生时间和意志

的“精神鸦片”。所以，有同学说：智能手机，想说爱你不容易！近期，本报微评社的同

学聚在一起，就此话题各抒己见。

调调 查查

学生带手机是我们学生的
一个现实问题，与我们人人有
关。为此，我们设计了是否带
有 手 机 ？ 在 哪 里 使 用 ？ 是 娱
乐 还 是 用 来 学 习 工 作 ？ 家 长
支持不支持？几个问题，在高
一 年 级 部 分 班 级 进 行 了 调 查
问 卷 。 发 出 200 份 ，收 回 188
份 ，多 数 同 学 积 极 参 与 ，并 真
实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有手机146人 没有手机42人

仅家中用70人 家校都用98人

娱乐100 学习和工作44人

家长支持110人 家长不支持49人

@远溪：智能手机功能强大，但其浪费
时间也在指缝间，而且对视力有严重影
响，所以当孩子离开家在校住宿，我会选
择一款功能简单的手机，支持电话和短信
就可以了。

@Apple：学生该不该使用智能手机主
要看教师如何引导。我在课堂上就试过要
求学生把手机拿出来查资料，效果挺好！

@阿远：手机作为通讯工具，能方便孩
子与家长的联络。学校对手机管理应该“由
堵到疏”，体现教育的人性化。

@无言：给孩子买手机纯属无奈，天天
缠着你要，不给买就不安心。说同学们都带
着，他没有的话没法和同学们相处。我想也
是，手机现在是人人必备。

@花儿：不让我们带手机到学校去那几
乎是不可能的事，但说实话，我也希望老师
和家长对我有约束和管理，人嘛，有时候真
还是管不住自己的。或者像有的同学说的，
多给自己找点正事干，首先不要耽误正事，
其次有时间了看点好书，打会儿篮球，和同
学面对面聊聊，只要你在合适的时间，合理
的地方使用手机，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我是小孩儿：我们都是高中生，马上
就成人了，不再是老师说东就是东，学校禁
止就听话，应该懂得自己为自己的行为买
单。学校就不要干涉或者下那么大功夫当
成问题来对待。有人在这方面栽跟头，他自

然会吃苦头有醒悟的一天，把这个主动权交
给他自己，相信大多数同学都不会拿自己的
前途开玩笑。

@上善若水：学生都是未成年人，监管
他们是家长和学校的责任。他们正在思想
成长和身体发育阶段。过多使用手机，对健
康不利，对身心有害。正如交通法规约束
你，只是为了让你更安全更有序一样，学校
禁止学生将手机带进校园，就是试图用这种
规定“强迫”和“约束”学生。如果放任学生
带手机，是对学生的极不负责任。

@巫山：学校要求是对的，看见学生上
课不好好听课玩手机就来气，肯定得没收，
但是，没收了以后保管是问题，担心给人家
丢了怎么办。我的一位同事，没收的手机放
在办公室给丢了，结果学生根本不相信，冷
嘲热讽认为老师据为己有了。从此，老师看
见学生带了手机只批评教育不再没收了。
说实话，我觉得这样挺好，老师只能是教育
和监管，根本还在学生自己。

@xyz：我在班里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主
题班会，全班同学和家长达成协议。如果有
哪位学生上课时使用手机或者晚上在宿舍
玩到十二点以后，则必须接受惩罚，第一次
罚他在后面站着听课一周；第二次手机没收
交回家长；第三次直接砸掉，毫不留情。效
果挺不错，同学们觉得自己能够管理自己，
还挺有成就感。

“手机手机””学函数能看到直观图学生叫好学函数能看到直观图学生叫好：：

我们最喜欢到数学实验室上课我们最喜欢到数学实验室上课，，轻松轻松！！

  各各 方方 观观 点点

你见过这样的课堂吗？孩子们围圈而坐，
人手一部“手机”！雨花台中学高二（9）班的数
学课在该校数学数字实验室进行，张居强老
师课堂教学内容是“用导数研究函数的单调
性”，有趣的是老师没有拿粉笔板书，而是直
接让孩子们在手中一个形似手机的计算器中
输入函数图像公式，记者看到，学生手上的

“手机”屏幕上立刻形成了一个函数图像，比
一条单调的函数算式形象多了。“这个叫图形
计算器，是目前数学教学中最先进的辅助工
具，看上去像手机，价格可比普通手机贵，两
三千元一部。”张老师告诉记者，函数的单调
性是高中数学一个比较难的知识点，以往仅仅
从公式计算中让孩子明白知识点比较抽象，但
是现在课堂上只要把函数输入图形计算器，每

个孩子就立刻直观地看到生成的图形，从图形
观察中看到变化，更生动地了解到函数的单调
性。“我们最喜欢到数学数字化实验室上课，
学起来轻松！”一位男生告诉记者，图形计算
器既能计算又能作图，有符号代数系统、几何
操作系统、数据分析系统等，可以直观地绘制
各种图形，并进行动态演示、跟踪轨迹。

这么有趣的“手机”会不会分散孩子上
课的注意力？“当然不会！”张老师给记者演
示，原来，所有“手机”的终端控制都在老师
讲台的电脑上，每个孩子“手机”的状态老师
都能掌握，并且可以随时关闭任何一台“手
机”的运行。“我可以利用‘手机’增加他们学
习的兴趣，需要听讲的时候就关闭运行，整个
课堂更加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