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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耿超律师开展普法宣传。

本报记者 马忠 摄

近日，共青团
中央维护青少年权
益部和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共同发
布《第 5次全国未
成年人互联网使用
情况调查报告》，
2022 年我国未成
年网民规模突破
1.93亿，未成年人
互联网普及率为
97.2%。

寒假来临，预
防青少年沉迷网
络，也成为很多家
长的头疼事。我区
相关部门积极响
应，落实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举措，为
未成年人安全“触
网”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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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经常玩我的手机，尤其是放假
了，玩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我才发现，
不知道啥时候，手机上多了各种游戏的小
程序。”银川市民杨海凤说。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14 岁的晓阳，由
于父母离婚，母亲远走他乡，父亲忙于打
工，他便开始沉迷网络。起初，晓阳是放
学后回家用手机、电脑打游戏，后来因无
人监管，晓阳开始逃学到网吧打游戏，直
到老师打电话，晓阳父亲才发现他沉迷
游戏，“骂也骂了，就是管不住他。”晓阳父
亲无奈地说。

银川市某小学学生张某瑞，特别喜欢
玩网络游戏，学习成绩因此持续下降。

“每天放学回到家就玩游戏，吃饭也是
急匆匆的，平时手机就不离手。”张某瑞
母亲说。

“作为一名五年级学生的家长，预防
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首先家长要以身作

则，不能当着孩子面前自己先沉迷网络。
需要陪孩子一起放下手机走到户外，发现
外面世界的美好。”银川市金凤区银啤苑
小区居民杨芳说。

“要与孩子进行坦诚的对话，了解孩
子为什么喜欢游戏以及游戏给孩子带来
的影响力，倾听孩子的感受和意见。”家住
银川市金凤区金地花园小区的王佳怡告
诉记者，她的孩子今年上六年级，为防止
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她想了很多办法，“家
长可以给孩子的上网时间定时，并督促他
们按时完成学习任务，不要因沉迷网络耽
误学习。”王佳怡说，家长也应合理安排自
己的手机和电脑使用时间，以身作则。

寒假期间，孩子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过度使用网络会对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
响。如何有效预防孩子沉迷网络游戏？

1月 20日，金凤区金家巷社区云顶小
区家长们各抒己见。有的家长认为应与

孩子讨论并设定网络使用规则，例如限制
每天使用网络的时长和时间段；有的家长
建议社区能为孩子们提供活动场地，鼓励
孩子参与户外运动、文化活动、社交聚会
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体验网络之外的
乐趣。“在工作之余，全家人一起进行活
动，如外出共进晚餐、看电影、滑冰滑雪
等。同时也会瞅准机会教育孩子网络安
全的重要性，避免网络陷阱和欺诈，保护
个人信息。”学生家长张阳说。

家住青铜峡市清水湖畔小区的马晓
婷是一名初三学生，学习成绩优异，爱好
广泛，在家除了上网查学习资料，很少
刷视频、打游戏。马晓婷的妈妈王彩霞
说：“不论工作多忙，我都会尽量抽时间
陪伴孩子。当孩子想上网时，也会和她
多交流，培养孩子正确的上网习惯。”平
时在家，除了必要的工作，王彩霞尽量让
自己少使用手机。

面对网络沉迷 家长支招
A

因未成年人打赏主播
而频频引发的纠纷事件，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一些未成
年人为网络游戏或网络直播
平台支付较大金额用于充
值、“打赏”，猛掏父母腰包。

被“掏空”的腰包能不能追回？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就曾采用

“法官+调解员”线上调解方式，办理一起
被告公司远在海南省的确认合同无效

纠纷，化解了一起未成年人网络充
值的合同纠纷。

现年 8 岁的李某，在使
用其奶奶的手机玩游戏过程
中，私自在手机游戏中充值
共计 1672 元，后李某的监
护人起诉海南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要求退还充值的
1672 元。鉴于被告单位在海南

省，主审法官、调解员与原被告商议
后，决定采用线上调解方式处理此
案。经过多方沟通，海南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同意退还。法官告诉记者，未
成年人使用父母的支付宝、信用卡等在
网络上消费的行为，都需要经过法定代
理人同意或者追认。根据民法典相关
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
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
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
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相对人
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三十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
的，视为拒绝追认。

近年来，我区各级法院围绕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等主题，连续多年开展送法进
校园“护苗”宣传活动，开展法治教育讲
座，有针对性地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自
觉构筑抵制不良信息的“防火墙”；深
入校园附近商业街道、社区等地开展
法治宣传，发放宣传手册、播放宣传
视频、讲解法律法规、进行法律答疑，
引导同学们科学规划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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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同学们文明上网
的习惯。

未成年人沉溺直播参与打赏等诸
多乱象，加剧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同
时，还可能使未成年人滋生拜金、虚荣
等心理，人生观、价值观被异化和扭
曲。为进一步引导未成年人科学合理
使用网络，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统筹指导我区各地
各部门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开展网络普
法宣传，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的网上舆论氛围。

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处
处长王建新介绍，网信办积极会同自治
区司法厅、教育厅等部门，开展青少年普
法优秀短视频（微动漫）评选和“趣味普
法 护航青春”全区青少年趣味普法等专
项活动。同时，银川、中卫、石嘴山等地
网信办也积极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街头巷
尾，发放普法宣传单和预防未成年人网
络沉迷倡议书。

守好“触网”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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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寒假，青少年

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增
加。为保障青少年合理
有效地安排假期时间，一
方面需要家长的监督，另
一方面青少年也要有正
确的时间观念和自控能
力。尤其使用互联网时，
更应该分辨各类信息，防
止互联网诈骗或其他不
良信息的侵扰。如今的
未成年人，相比于父母一
辈，有着更熟练的互联
网运用技巧、更便捷的
互联网接入途径。”宁夏
大学民法学教研室主任
庞冬梅说。

庞冬梅认为，未成
年人网络沉迷的原因很
多，主要有未成年人自
制力不够强、缺乏课外
趣味活动时间、互联网
的发展使得网络对未成
年人的吸引力越来越
大、未成年人缺少与家
长之间的沟通等原因。
2020 年，浙江绍兴一名
12 岁男孩沉迷网络游戏无法自拔，
每天抱着手机玩个不停。其父忍不
住痛骂了一番，谁知孩子心理防线太
弱，直接从四楼跳了下去，落下终身
残疾。在接受治疗期间，男孩一醒来
就要玩手机，“网瘾”很严重。

如何正确预防青少年沉迷网络
并在假期合理利用时间？对此，庞冬
梅认为，家长要以身作则。在和孩子
相处的同时，父母及其他家人要放下
手中的电子产品，多陪伴孩子，和孩
子一起探讨，学习知识，或玩其他的
游戏；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家长要
多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心
中的所想所需，而不是一边玩电子产
品一边和孩子交谈，孩子会觉得不被
重视，应与孩子平等沟通。引导孩子
发展其他兴趣爱好，要培养孩子对于
网络的自控能力，同时引导孩子树立
正确的思想观念；和孩子探讨网络上
有益的话题，共同培养正确的网络使
用意识，不能一味地禁止，若一味打
压禁止则会适得其反，要引导孩子学
习如何控制网络使用时间。

“青少年成长关乎祖国未来，对
待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家长多以平
等的视角沟通、交流、探讨，让孩子更
加信任，并应合理地制定网络使用时
间计划。”庞冬梅说。

“生活中我们也时常会办理一些
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背后往往都有
沉迷网络的因素。”北京市盈科（银
川）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耿超律师说，
有的案件中，未成年人会使用家长
的手机，给自己喜欢的主播充值打
赏，有些动辄成千上万元，而家长
发现后要求退款无果只能诉至法
院。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类纠纷主
要是未成年人实施了明显超出其
年龄、认识范围的行为导致，但背
后的原因是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进
而产生了错误行为，对金钱、物质、
虚拟和现实界限等问题产生了错
误认知，同时也伴随着监护人监护
不力以及网络服务平台监管不力等
问题。

“今年 1月 1日，《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出
台的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综合立法，其中明确将网络
素养教育纳入学校素质教育内容，
监护人也要加强教育、示范、引
导、监督；对各类智能终端的制造
者销售者、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
提出了更加具体、细致、落实性强
的义务要求。”耿超表示，《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在个人信息保
护、防沉迷等方面，也凸显了“多元
治理”和“预防为主”的理念，对各类
网络服务提供者、监护人、家校、有关
部门都提出了更加细致可操作的要
求，也针对性地说明了相应的法律
责任。

耿超表示，提起沉迷网络，部分
家长可以换个角度来审视，比如看到
孩子拿起手机就不放下，一次就是好
几个小时，就认为孩子出现了“沉迷
网络”问题。但换成孩子的角度来
看，也许是因为无聊才玩，也许是同
学们都在玩一款游戏，不玩就没共同
语言会被排斥；也许是父母一直刷手
机，所以孩子也要玩……“堵”只是手
段，通过健康的“疏”让孩子有益身心
才是目的。耿超认为，预防沉迷网络
一方面需要深入落实各类网络相关
主体的法定义务，另一方面也需要面
向未成年人不断加强网络常识、网络
技能、网络安全的教育培训，提升未
成年人网络素养，通过共同努力，推
动孩子们对网络的认知从“玩具”向

“工具”转变，保护孩子安全“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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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银新苑南社区开展“文明暖冬·助梦成长”系列活动之“我是眼科小医
生”，引导孩子不做“低头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本报记者 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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