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C 2015年10月14日 星期三 首席编辑／刘淑芬 校对／小强 组版／王靓

网事·搜索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ywanbao
腾讯微博
http://t.qq.com/lywanbao
微信公众号:lywb20

图说网事@

“才11岁的小孩儿，也去
评论时政新闻，真是不知道怎
么跟她解释。”在互联网公司
工作的杜娟，从女儿上四年级
开始，就让她使用了智能手
机。最初，杜娟也担心女儿会
被网络上的不良信息骚扰，但
监督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女
儿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比自己想
得的要规矩。“她不会加陌生人
为好友，也没什么兴趣跟大人
交流，QQ和微信都是跟自己
的同学聊天。”

最近，杜娟察觉女儿开始
在微博和微信上参与新闻时
事的讨论。杜娟担心，女儿在
社交媒体上会接触到越来越
多的国家大事和社会新闻。

“虽说孩子开阔了眼界，关心
社会是有必要的，但现在网络
特别复杂，我不希望灌输给孩
子一种固定的观点，也不想打
击她的积极性。”杜娟怀疑，
自己让女儿接触社交媒体的
时机有点早，可能初中以后再
让她接触更好。

星球大战、钢铁侠、神秘博士、小黄人……
6年来，美国纽约画家Nina Levys（以下简称
妮娜），每天在儿子们的餐巾纸上画精美的卡通
画，给孩子制造惊喜。她完成一幅画，需20分
钟或几个小时。

妮娜有两个儿子，都在上小学，每天她都会
在儿子的餐巾纸上画上漫画，放在他们的午餐
盒里，这样两个孩子天天中午吃饭时都会有不
同的惊喜。

2000幅充满童趣的餐巾画上传到社交网
络后，让网友直感叹：“外国妈妈真会玩！好羡
慕这两个小孩，长大了估计会受妈妈的遗传，成
为漫画家！”“她给了两个儿子最美好的童年回
忆，这么好看的餐巾纸谁还舍得用呢？”

（据新华网）

近日，衡水某中学学生手写的
英文作文刷爆网络，该作文中的字
体工整美观，堪比印刷体。消息经
英媒报道后，英国网友们集体表示
服了！有英国网友说：“我觉得该把
孩子送到中国学英语！”

@格诺：学渣想到自己的作文
就哭了！字能写到如此程度，得多
长时间才能练成？

@蔻蔻老师：要求学生字迹工
整没有错，但若是将这种要求发挥
到极致就有点过了。

@小小麦果儿：我觉得挺好看
的，会写一手好字也是一项技能，
高考时老师看了这样的作文会多
给分的。 （伊文）

衡水中学生
写英文堪比印刷体

坊间热议@

满满都是爱
一母亲为儿子画2000幅餐巾画

非常网事@

孩童们玩转社交媒体

爸妈有点慌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
心讲师夏翠翠表示，较小的孩
子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是
需要家长进行指导的。要让孩
子认识到，和现实生活中一样，
网络上的社交也有一定的行为
规范，只是换了一个场合。

不能因为网络上有问题，
就禁止孩子们用，父母可以

做一些限制，比如孩子使用
社交媒体有时间段，明确他
们使用这些软件的目的，而
不是只给出建议。

如果家长担心孩子们会上
传一些不合适的信息，涉及家
庭隐私，或者会被“人肉”恶搞，
可以跟孩子进行协商，给他们
定下一些规约。

刘琮的女儿刚上五年级，去年开始被
父母“获准”使用妈妈淘汰的 iPhone5s。
几个月后，刘琮发现虽然女儿很少发布

“原创”内容，但转发和评论每周都有。等
看到女儿发出的一些微博评论，刘琮不由
得担心起来。“她很喜欢跟着微博推荐的

‘热门话题’去看东西，里面经常是娱乐新
闻或者有争议的话题。”而且，女儿好几
次都在一个明星的微博下留言，大部分是
表情，有一次是“你帅你说了算”，还有一
次是“侧脸好迷人”……

看到这些留言，刘琮觉得有必要跟女
儿谈谈。“中学生、大学生说这些可能就是
好玩，但我闺女太小了。”他担心，如今网
络上到处都是大人们关于“看脸”“颜值”
的调侃，这让三观稚嫩的孩子会受到负面
影响。“我老婆说，小孩跟风喜欢明星也正
常，我们去跟她说，反而让她觉得我们反
对她喜欢的明星，她会更加抵触。”刘琮
又去翻了翻那位明星的微博，发现大部分
评论都和女儿的留言差不多，“可能现在的
小孩都这样吧”。

在看到一些小学生为了“捍卫”自家偶
像，通过网络视频隔空对骂之后，刘琮对女
儿追星的事又多了一丝担心——娱乐圈风
云变幻，常常会有争议新闻。“不知道我闺
女会不会也在网上跟人掐架，千万别冒傻
气发那种视频。”刘琮苦笑道。

追星、吵架、讨论时事——

女儿微博追星 老爸暗自发愁1 2 小孩儿关注时事新闻 妈妈担心评论误导

3 网络社交 不能完全“顺其自然”

近日，广西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的越南留学生黎氏水突然火了。她
的一篇作文因为汉字写得太漂亮，
被老师发上网后引发网友热议。

她的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笔
锋有力，字体纤长秀丽，与印刷体十
分相似。更让人感到惊叹的是，黎
氏水学写汉字的时间仅有13个月。

@君心似我心：字真漂亮，自
愧不如！

@红珊瑚：这简直不给我们留
活路啊！

@好好吃饭：这篇作文很可能
不是这名留学生写的，或者是她把
纸压在字帖上临摹出来的。（育明）

越南留学生
写汉字犹如印刷体社交媒体将人们拉进了同一个话语空间，代沟也可以轻松“跨越”；和

智能设备一起长大的孩子们，对相关软件的操作有时比大人还熟练。看
着跟自己一起刷微博刷朋友圈的孩子，家长们不免喜忧参半：该提前指导
还是顺其自然？

妮娜为儿子画的餐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