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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基于对南华大学学生网络思想情况问卷调查,分析了大学生网络行为的基本状况, 探讨了大学生网络思

想的基本特征, 总结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网络政治、网络思想、网络法制、网络伦理和网络心理教育等五

个方面, 提出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是 /疏0、/堵0、/防0、/建0、/控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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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强烈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影响着大

学生的学习生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胡锦涛指出: /特别

要认真研究互联网对青年带来的影响,努力建设思想政治工

作的新阵地, 打好网上宣传教育的主动仗,努力使互联网成

为广大青年获取知识信息的新窗口和接受思想教育的新途

径。0 [1]作为培养人、塑造人的高等院校, 面对网络信息时代

的来临, 如何认识互联网对青年学生造成的影响, 分析与研

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新路径、新方法,成为当前思

想政治工作研究领域乃至整个教育改革中的重要课题。

一  大学生网络思想状况调查概述

为了解当代大学生网络思想的状况, 笔者于 2009年 4

月在南华大学开展了网络思想状况问卷调查。问卷为自编

的5南华大学学生网络思想状况调查问卷6, 问卷由 37个选

择项问题组成, 主要考察了大学生网络行为、网络道德、网络

思想等问题。调查对象为南华大学的在校本科生, 按照理

工、医学、经济管理、人文学科五类学科平均分配问卷并随机

抽取对象进行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 3000份, 回收问卷

2876份,有效问卷 2863份, 有效率达到 95. 4%。统计问卷

2863份,最后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 通过综合或比较分析可

以看出:

(一 )网络与大学生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从大学生上网

的基本信息调查看, 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有上网经历。 77.

6%的大学生喜欢上网; 44. 1%的大学生拥有自己的电脑, 并

且可以在家或学生宿舍上网; 20. 7%的大学生平均每天上网

在 3小时以上, 这其中有 2. 5% 的大学生每天上网在 5小时

以上, 54. 5%的大学生每天上网在 1) 3小时之间; 46. 88%

的大学生拥有个人主页, 几乎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电子邮箱、

QQ等电子联系方式; 而网吧是大学生上网场所的首选, 55.

9%的大学生第一选择是去网吧上网。

(二 )大学生上网的目的呈多元化趋势。在 /你一般上

网干什么0的调查中, 有 61. 1% 的大学生选择查资料, 60.

6%的选择聊天, 45. 3%的选择看新闻及评论, 39. 9%的选择

在线看电影, 39. 9%的选择看招聘信息, 36. 6% 的选择玩游

戏, 23. 9%的选择收发邮件, 19. 2% 的选择更新个人主页,

18. 2的选择学习电脑知识, 9. 3%的选择游览论坛、发表帖

子, 8. 0%的选择无目的浏览各网站, 4. 0% 的选择订购喜爱

物品, 3. 5%的选择炒股,可见, 大学生上网的目的呈多元化,

其中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从网上获取知识; 一类是休闲娱

乐,在这其中, 上网聊天、玩游戏成为一个比较大的上网族

群,也有个别沉溺于网络 ,或痴迷于网络游戏, 或醉心于网络

聊天,这些虽是极小部分现象,但是危害却极大。

(三 )网络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72. 5%的大学生认为上网对于学习有帮助; 58%的学生

在查找学习资料时首先选择互联网, 而只有 26. 5%的学生

会选择图书馆; 问及 /网络对大学生生活的最大影响是什

么?0,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网络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见识, 丰富

了业余生活,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模式, 利于个人成长。在问

及 /您认为互联网是否在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0时 71. 88%

的人认为已经改变。

从本次调查的情况可以看出, 网络在大学生的生活中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成为他们生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基于问卷调查的大学生网络思想状况分析



(一 )互联网信息化的特征催生了大学生的现代观念,

但互联网的多元化又容易导致大学生思想产生混乱

网络发展速度快 ,更新周期短, 开放程度高,这些特征正

好与积极向上、追求时尚的当代大学生群体特征相吻合。所

以, 网络的出现对于促进大学生学习观念, 平等观念,竞争观

念, 全球意识等现代观念具有重要影响。但调查显示, 有

51. 3%的大学生承认互联网上的信息 /鱼龙混杂, 良莠不

齐0。这是由于网络的高度开放性, 互联网上既有健康、积

极、有用的信息,也充斥着低级、不健康、垃圾性的甚至是有

害的信息。这对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不成熟稳定的

大学生而言, 在接受先进思想观念时, 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

响。比如, 在调查中发现, 59. 9% 的大学生曾经上过不健康

的网站, 25. 13%的学生上过反动网站, 37. 53% 的学生收到

过非法邮件; 虽然其中 31. 14%的人收到后删除处理, 但仍

有 2. 39%的人转发给别人并承认受到影响。

(二 )网络的虚拟性使大学生得到 /虚拟身份 0的放松,

而道德失范也容易随之产生

调查表明, 57. 29%的学生对自己的网上资料 /做过适当

改动0。9. 58%的学生承认 /怎么好就怎么改0。可见, 在虚

拟的网络世界中, 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不断修正

现实自我, 以实现一个完美的虚拟自我。这一方面有利于大

学生不断体验角色转换的乐趣, 并从中得到锻炼。另一方

面, 由于网络的隐蔽性使每个人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不必负

任何责任, 所以道德失范现象也易在大学生的喧泄中产生。

调查表明, 19. 4% 的大学生认为 /遵守网络道德和法律0是

无所谓的, 32. 73%的大学生曾在网上说过粗话。这可看作

部分学生在虚拟空间的真实发泄,但足以说明大学生群体的

人文素质尚待加强。另据调查, 有 49. 70%学生曾在网上发

泄不满, 有 55. 49% 的学生曾在网上遇到过不文明行为, 这

表明, 学生在尽享0言论自由0的时候,容易丧失必要的社会

约束, 产生逾越现行道德行为规范的行为。

(三 )网络扩大了大学生的交往范围, 而网络交往的不

慎可能导致严重的负面后果

网络提供了方便、快捷、轻松, 可视化, 主动性的立体交

往途径。调查表明,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网上聊过天 , 68.

9%的人有固定网友, 34. 4%的大学生与网友的关系 /较好 0

或 /很好0。由于在网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网上交往深受

大学生喜爱, 甚至成为一种时尚。但是, 网上交往也有其负

面的影响, 沉溺其间危害性则更严重, 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是

网络环境的超现实性往往导致大学生对客观现实世界的逃

避, 以至于产生封闭心理,失去在现实交往中的主动性。调

查显示: 11. 8%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经常因上网而忽略了平时

的朋友; 二是网恋和一夜情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作用。调查

也表明: 37. 4%的人约会过网友, 16. 5% 的大学生偶尔或经

常发生过一夜情, 各高校因网恋不能自拔而荒废学业的现象

也屡见不鲜。可见, 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上交往观, 对

保持大学生健康心理和独立人格至关重要。

(四 )网络拓宽了大学生的求知途径, 也向传统的育人

手段和认知观念提出了挑战

网络的开放性使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可以实现全球共

享,从而为大学生的求知开辟一个全新的空间。大学生对于

网络学习功效的认同感已十分强烈, 这对传统的课堂讲授、

面对面灌输教育手段提出了严峻挑战。网络的开放性也使

大学生的传统认知观念发生了改变。如对色情网站的看法,

40. 12%的学生浏览过色情网站, 24. 55%的学生认为 18岁

以上可以浏览色情网站,另有 28. 74%的学生对浏览色情网

站持无所谓态度。可见,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于以前的所谓

/洪水猛兽0、有伤风化, 甚至道德败坏的传统认知观念已发

生了巨大改变,而如何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坚决抵制网络色情

有害文化的侵袭,自觉维护和创造健康、积极的网络文化是

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非常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三  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对策

此次问卷调查显示, 当前, 网络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既有

有利的影响,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中央 16

号文件指出: /要全面加强校园网的建设,使网络成为弘扬主

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0 [ 2]网络思想教育的

目标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正确利用网络, 树立正确的

网络政治方向,遵守兼容、共享、互惠、自律的网络道德和相

关的法规,培养健康的网络心理。探求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

的对策,必须明确网络思想教育的内容, 并寻求落实教育的

方法,才能将网络思想教育落到实处。

(一 )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是网络政治教育。网络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政治信念、

理论、立场、方向等方面的教育,网络政治教育的重点内容是

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

目前,西方敌对势力正利用网络开放性与便捷性的特

点,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 而广大的大学生

网民所处的年龄阶段决定了他们目前正处于迷茫期, 掌握的

基本政治理论、政治方法等还有待巩固与完善, 必须针对广

大大学生网民展开网络政治教育,帮助大学生网民对国家、

阶级、社会制度等根本问题能坚定正确的方向与态度。

二是网络思想教育。网络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应用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辩证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大学生

进行的思想方面的教育。网络世界信息量大, 各种信息让人

眼花缭乱、真假难辨, 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大学生网民识别、抵

制各种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活动的能力, 帮助和指导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是网络法制教育。网络法制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网

络法规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教育。进行网络法制教育

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广大的大学生网民养成社会主义法制意

识,懂法依法, 网上、网下保持行为的一致性与合法性。要传

播法理知识和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让广大的大学

生从根本上了解社会主义法制构架, 掌握法律规范; 要加强

引导与服务,营造网络法制环境, 为网络法制意识的培养提

供有利的外在条件。

四是网络伦理教育。网络伦理教育的基本内容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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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网络道德教育、生命伦理教育、技术伦理教育、现代人际关

系伦理教育、网上伦理教育等。随着网络的发展, 传统人际

道德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比如在网络上发布虚假信息、传播

病毒、侵犯他人隐私、篡改数据等等,网民的道德人格面临着

异化的危险, 按照现代社会要求, 开展网络伦理教育,宣传中

华民族优秀伦理道德文化, 树立良好的网络伦理观、营造良

好的网络伦理环境己经刻不容缓。

五是网络心理教育。随着网络渗入大学生网民的日常

生活, 由网络与现实脱节引发了诸如情绪低落、冷漠、厌世、

压抑、焦虑、怀疑等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为了保障大学生网

民的健康发展, 需要运用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心理训练等具

体手段, 帮助他们化解心理矛盾、弱化心理冲突、舒缓心理压

力、强化心理素质,使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个性思维和思

想品质, 促使大学生网民走向健康向上的心理发展道路。

(二 )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方法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可以归纳为五个字:

/疏0、/堵0、/防0、/建0、/控0。

一是 /疏0。即加强素质教育, 通过疏导性的网络德育

工作, 使大学生自觉树立自律意识, 遵守网络道德,提高对有

害信息自觉抵制的意识和能力。调查中发现: 62% 的大学

生都希望学校能开设网络资源利用方面的专门课程,引导大

学生合理利用网络资源。根据大学生的呼声和网络发展的

实际, 大学生网上道德、行为规范教育应该纳入正规教育的

总体规划, 采取多种形式, 如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教育课程

中有机融入网络规范意识的教育, 单独开设 /网络道德0、

/网络伦理学0、/网络文化学 0等课程, 使网络道德、行为规

范教育 /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0,切实取得成效。

二是 /堵0: 即高校网络管理部门运用技术手段, 阻止

/有害数据0的进入; 也可以在特定的时间段断开网络, 规范

大学生上网时间。要加强校园网络的互联网信息和访问范

围的控制管理, 也可以建立防火墙对信息进行过滤与筛选,

通过这些技术手段保护校园内部网资源免遭非法入侵, 也防

止外部不良信息进入到校园网络里面来。

三是 /防0:即建立健全学校规章制度,对于大学生上网

行为进行防范,尤其不允许通宵或学习时间上网, 不允许浏

览不健康网站。建立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 对大学生上网的

内容、时间、网络道德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使大学生上网有一

个明确的行为约束和纪律要求, 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

四是 /建0:即 /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

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网站或网页, 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0 [ 2]要建设好思想教育类的网站, 掌握

网上思想教育主动权就必须做到三点: 一是网上内容一定要

按照 /内容生动、特色明显、贴近学生、紧跟时代0的思路,既

弘扬主旋律,又体现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 提高吸引力和感

染力;二是网上教育活动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学生, 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形成网上网下思想

教育的合力;三是加强网上舆情监控,关注网上热点问题,坚

决杜绝和防范各种有害信息在网上发布传播, 保持主题教育

网站的健康发展。

五是 /控0:既要做好大学生网上舆论的监控,又要做好

网络上学生思想状况的监控, 及时发现新问题、新苗头, 为网

络教育打下基础,提高网络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建

立常设的网上舆论动态调查机构和网上热点动态跟踪调研

机制,要采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对网络领域的思想动态进

行实时监控,不断加强对网上有害信息的监控和管理, 及时

对各种有害信息的制作、复制、发布和传播采取有力的防控

措施,妥善处理可能影响大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以及校园和社会稳定的不良网上舆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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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deologicalEducation of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Internet:

A Case Study 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the Students 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through Internet

LIU Zhen- zhong, TANG Kang- w e 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Th is essay i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 ey am ong the students in Un iversity o f South China on ideolog ica l educa-

tion situa tion on the inte rnet, and g ives an analysis on the basic situation of students. cyber action and the cha racte ristic o f the cyber-

ideo logy. Then it com es down to five aspects o f the ideo log ical education on the inte rnetw hich includes po litics on the interne t, internet

law, cyber- m ora lity and psycho log ica l educa tion. And fina lly it sum s up the essen tia lm ethods of the on line ideo log ical education is

m ed iation, e lim ination, prevention, establishm ent and contro.l

K ey words:  in ternet;  co llege students;  ideo log 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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