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A 吳心愉 《談互聯網》 

隨着科技發展，互聯網漸漸流行起來，大部份學生的生活都離不開它，但

是互聯網有其好亦有其壞。有人認為學生使用互聯網利多於弊，我不同意這個說

法，我認為學生使用互聯網是弊多於利。 

首先，使用互聯網會使學生眼睛視力下降。根據眼科專家劉啟傑醫生數據

顯示，每天長時間使用互聯網會令視力下降百分之十五。電子設備會散發藍光，

而藍光會使同學眼睛視力受損。若果同學在晚上燈光不足的情況下使用互聯網，

更會加快視力受損的速度。輕則，同學需要配帶眼鏡；重則，同學會患上白內障。

這亦解釋了為什麽白內障這種「老人病」會有年輕化的趨勢。由此可見，使用互

聯網會帶來嚴重後果。 

其次，使用互聯網會令同學容易誤交損友。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透過親

身說話、觀察他人的外貌、習慣才和別人結交好友。但是，互聯網是一個虛擬世

界，學生可以利用互聯網與素未謀面的人聊天，甚至結交成友。而同學往往會輕

易相信這些人，有些更會把自己的個人資料公開。可是，其實我們根本無法辨識

對方的真實身份，對方可能是騙徒，故意向學生下手，取得你的個人資料，例如

信用卡號碼、身份證號碼等，便會消失。他們可能利用這些資料作網上交易，騙

取銀行戶口金錢等，最終令學生蒙在鼓裏，連自己被騙也不知道。因此，互聯網

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平台。 

此外，經常使用互聯網會影響學生學業。互聯網提供很多不同的娛樂給學

生。假設有一名中學生在網上找到一隻網上遊戲，於是他投放大量時間在這遊戲

身上，便可能沉迷網絡。他可能會由早上一直瞪着電腦直到晚上，連三餐也不吃，

廁所也不去，終日坐在電腦前，永不休息，導致學生日夜顛倒，沒有精神上學，

更沒有時間温習，最終令學業大倒退。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團隊研究中，發現一位



中學生在讀小學時成績優異，曾考第一，但由於沉迷電玩，最終成績一落千丈。

所以，互聯網的壞處不能輕看。 

但是，有人說互聯網是一個資訊發達的平台，只要上網搜索關鍵詞便會找

到大量資訊，是一個對學生學習有利的平台。雖然互聯網的確是一個方便的平台，

但同時亦是一個充滿假消息、不良資訊的地方。在二零一二年時，有人在互聯網

發佈消息聲稱十二月二十一日將會是世界末日。當時有不少人沒有尋求消息準確

性，便盲目跟風相信，最終這亦只是一個虛假的流言。另外，在我們瀏覽互聯網

時，附近總會彈出一些廣告。這些廣告可能會含有一些色情資訊或其他不良訊息，

令學生接收錯誤資訊，嚴重的更會令他們誤入歧途。由此可見，互聯網有很多壞

處。 

總括而言，互聯網有優點，亦有缺點，但是對於學生而言是弊多於利。古

語有云：「物極必反」，因此我們使用互聯網時必須保持警覺，以免跌入網絡陷阱，

帶來嚴重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