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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阳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签发人：厉天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
第 55317 号提案的答复

孟凡红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高度重视低龄化儿童触网问题”的提案收悉。

经市教育体育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网络对儿童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为孩子开启

了新世界的大门，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学习知识、开阔视野。另一

方面，过早“触网”不仅影响孩子的视力和身体发育，还极易使

孩子沉迷于网络而无法自拔，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降低他们的

学习热情。此外，也不乏一些未成年人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而误

入歧途。显然，儿童“触网”低龄化问题已不容忽视，而如何降

低过早“触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触网低龄化产生的原因

（一）游戏产业发展迅猛，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终端向手机倾斜，手游异军突起，以更加迅猛的势头

进入人们的生活，其效果相较于电脑游戏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面对新局势，相关部门的应变能力和灵活性有待加强，针对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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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注册、游戏内充值或者消费服务、游戏画面血腥暴力等问题的

处理存在漏洞，后期监督整改不到位。目前并没有一个关于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的专门法律，也没有一部能够协调各个法律规定中

相关条文的规定，相关的规定主要散见于各类法律文件中，且这

些规定法律层级较低，权威性不足。

（二）学校网络教育缺失。与当前青少年儿童上网人数剧增

形成对比的，存有学校网络教育的缺位的问题，学校未能与时俱

进引入互联网相关知识和法律常识，没有及时地教学生去辨别信

息真伪、正确使用网络的方法、以及合理安排上网时间等，学校

教育的单一化、空洞化，学校和教师片面重视教学成绩，致使学

生感到学习的枯燥与高压，一些兴趣爱好也不能从学校得到发展，

从而在虚拟世界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寻找刺激。

（三）家庭早期教育的缺失。一方面，父母们忙于工作和事

业，没有时间照顾和陪伴孩子，对孩子没有做到及时有效的监管。

缺少和孩子沟通，孩子自然也要通过网络“找寄托”，致使孩子从

小接触电子产品和网络。另一方面，家长没有以身作则，一些沉

溺于网络的爸爸妈妈，本身就给孩子带来了不良示范。

（四）孩子自身未形成正确网络观。儿童网络安全意识普遍

不高，缺乏基本自制力和辨别力，往往对安全风险的认知不足。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人们带来了许多新生事物，在孩子们看来，

“无所不能”的网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空

间”，致使缺乏判断力和自制力的青少年儿童不能明辨是非。且过

度上网，网络欺凌、骚扰等也容易对其心理造成伤害，甚至长期

关注不良信息会诱发违法犯罪风险。

二、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信阳市积极打造清朗的校园网络文化，教育引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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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绿色上网、文明上网，保障广大中小学生在良好的网络环

境下健康快乐成长。

（一）开展专题教育。各中小学校通过线上线下收看专题警

示片、主题班会、安全教育平台、黑板报、宣传橱窗等形式常态

化开展专题教育。今年以来，联合市检察院、市法院，通过微信

公众号、微信群、抖音短视频平台等开展线上预防沉迷网络法治

宣传教育 6 次，受教育人数达到 43 万人次，教育引导学生提高对

网络黄赌毒等不良网络行为的甄别能力，自觉抵触网络不良信息

和不法行为。

（二）规范日常管理。一是制定预防学生沉迷网络工作制度，

把预防小学生沉迷网络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形成常态。二是加强

午间、课后等时段管理，规范学生使用电子产品，严禁学生将手

机带入课堂。三是加强校园网内容管理，要求各学校建设校园绿

色网。四是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组织

各种社团和兴趣小组 2 万余次。五是推进校外活动场所建设。信

阳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接待 5 万多名学生，信阳市青少年课外

活动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效帮助学生抵御网吧的诱惑。

（三）夯实监护责任。各学校利用家长会、家长学校、微信

等途径向家长推送网络防范知识，累计发放教育部预防沉迷网络

的《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100 多万份，提醒家长及时

发现、制止和矫正孩子网络沉迷和不当消费行为，提高家庭教育

水平。今年以来依托家长会、家长学校举办预防沉迷网络教育1000

余场，90 余万名学生家长接受教育。

（四）加强网吧监管。市教体局、市文广旅局、市公安局等

职能部门联合开展中小学校周边环境整治，拉网式检查涉及中小

学生的网络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落实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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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规定，共检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 1267 家，停业整顿 6 家，责令关闭 2 家，营造了有利于中

小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五）开展问卷调查。在全市范围内发放调查问卷 2 万余份，

排查了解学生使用网络情况，重点排查学生沉迷网络特别是网络

游戏问题。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结合学生自身实际，及时给予教

育和引导，合理处置，帮助其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教育，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营

造良好安全的网络氛围，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联合开展未

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教基〔2020〕6 号)，按

照工作职责分工，下一步，市教育体育局将就加强未成年人网络

教育宣传引导做如下安排：

（一）组织开展网络专题宣传教育活动。在春秋季开学后，

集中开展学生网络素养和网络自我保护教育。通过课堂教学、专

题教育、班团队会、板报广播、校园网站、案例教学、专家讲座、

演讲辩论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网络、科学对

待网络、合理使用网络，提高对网络不良信息、不良游戏等危害

性的认识，培养学生上网技能、安全防护、信息甄别等网络素养

能力，防止沉迷网络，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和不法行为。

（二）加强对未成年人日常使用网络的管理。加强对学生日

常使用网络的引导和管理，及时掌握学生思想情绪和同学关系状

况，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积极营造良好的班级氛

围，帮助学生转移注意力，避免对网络、对手机等的过度关注与

依赖。加强对学校终端的管理，安装防护和拦截不良信息软件，

净化校内上网环境。适时对学生使用手机和沉迷网络游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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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于发现已经存在有网络沉迷等情况的学生，

学校教师要联系家长重点关注，必要时借助心理教师等资源，用

正确的方式做好学生的引导转化工作，使学生回归正常的学习生

活。在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讲究方式方法，注重教育引导劝慰，

避免简单粗暴，避免引发学生抵触情绪与叛逆行为。

（三）协同家长共同做好网络教育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家长

学校、家长委员会等多种方式，开展普及家庭教育科学理念的宣

传活动，指导家长履行监护人职责，配合学校做好相关工作，形

成工作合力。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提

醒家长承担起对孩子的监管责任，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安排

好孩子放学后和节假日生活，倡导使用公益性未成年人上网监护

软件，保障孩子限时、安全、理性上网，学习使用文明、健康的

网络语言，及时发现、制止和矫正孩子的网络沉迷和不当消费等

行为。

此外，市教育体育局将积极配合网信、公安、新闻出版、市

场监管、电信等部门，加大对涉未成年人网站、教育 APP 及有关

信息内容的审核力度，及时发现和处置有害信息，形成部门工作

合力。

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欢迎您继续

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

主办单位：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联系人：孙法伦 电话：6252198

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2021 年 9 月 28 日

抄送: 市政协提案委（2 份），市政府督查室（1 份）。

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9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