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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网络伦理内涵及功能
伦理最初是指人与人复杂而有序的一种人伦

关系，后经不断地演变，这种关系逐渐形成为调整

人们道德行为的一种人际关系。事实上，随着人类

文明的进程与发展，用于道德理论概述的伦理与用

于道德现象表述的道德在现实中交互使用，致使人

们在分析与研究网络伦理概念内涵时，许多学者各

执己见，但多数人基本赞同如下说法：网络伦理是

指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所应该遵守的道德准

则和规范的总和，网络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伦理意

识、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等方面。网络伦理实际上

是在虚拟社会的一个虚拟命题。[1]它带有明显的民

族与地域色彩，被深深地烙上了鲜明的文化之印。

作为规范人们网络行为的网络伦理在现实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总的说来，网络伦理的功能

主要内涵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个体自律意

识；一个是公共道德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是网

络伦理具有认知功能，人们对网络伦理的认知大都

源于身处网络环境的认知，人们的网络行为也正是

在对网络中社会道德的特点与规律进行分析、观察

与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网络伦理具有调节功

能，社会中的伦理是个人矛盾与冲突的产物，假使

现实中人们既无矛盾也无冲突，那么道德与伦理既

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没有存在的可能，伦理与道德之

所以存在，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规范人们的个体行为

与社会行为，所以，网络伦理的调节功能实质上也

就是使人们个体网络行为与社会网络行为基本符

合网络社会的道德与价值标准，从而使个人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在网络行为中协调发展；此外，网络伦

理还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

伦理道德对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有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网络社会中人们的网络伦理往往受制于

现实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意识与行为，但网络伦理一

旦在网络行为中形成，其教化功能就体现在人们是

否树立与选择正确的网络价值观与正确的网络行

为之中。

二 大学生网络伦理问题现状
就大学生的学习、生活而言，网络的发展不但

满足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而且还丰富了大学生的

社会交往与社会生活，使他们的个性发展得以最大

限度的实现。不过，大学生们在享受网络技术发展

所带来的无限美好时，网络也悄悄地让大学生们笼

罩在道德失范的伦理隐患之中。大学生思想观念

与行为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得网络伦理的问题日益

彰显。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利用网络的虚拟性与交

互性等特点，要么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

择，要么无视道德伦理的存在，面对多样的信息资

源他们来者不拒，甚至有意无意地放松自己的道德

要求，从而使自己的网络行为事实构成了对他人和

社会的危害。就其大学生的网络伦理失范现象而

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迷恋网络、瘾于游戏

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中新鲜事物层出不穷，

对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有着较强好奇心和探求欲的

大学生们而言，这意味着磁力无限，相当一部分大

学生迷恋网络、瘾于游戏而不能自拔，虚耗嘉年成

了他们自然而然的选择。在网络中，他们除尽情享

受一度盛行的上网聊天所带来的具有色情信号的

挑逗与诱惑和不断变化的QQ游戏以外，新近各类

网络游戏（诸如：星际争霸、反恐精英、传奇、SE战

队、CPTP战队等网络游戏）的再度风靡更是让他们

如醉如痴。许多大学生在其网络游戏魔力的驱使

下，不吃、不喝、少睡早已司空见惯，职业玩家似乎

成了他们的代名词。有的大学生因迷恋网络而出

现成绩下降、留级、退学甚至犯罪等现象，有的大学

生因瘾于游戏难以自拔而出现了人格身心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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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异化。

（二）道德失范、情感淡漠

因网络中的言论自由、行为不受控制及无需对

任何事情负责的特点使得一些大学生在网络行为

中为所欲为，他们借助于网络无休止地释放自己在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满与压抑。传播虚假信息、攻

击他人人身、行使网上偷窃、释放网络病毒、侵犯知

识产权等已成为大学生屡见不鲜的网络道德失范

现象。此外，大学生们对网络交往的热衷与对属于

自己一片自由自在天空的向往都成了符号化、数字

化的交流。大学生们之间、大学生与社会之间的面

对面的直接交往、心与心的碰撞愈来愈少，社会正

常的人际交往关系严重受挫，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

的黎艾教授指出：“我们已从一个每天和许多不同

的人相互往来的世界迈向一个功能化的世界，在这

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2]越来越

少的人际交往大大加剧了大学生的自我封闭，致使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思维符号化，语言障碍化、情感

冷漠化，最终出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交往的退化。

（三）诚信淡薄、信仰危机

作为现代社会生活重要环节的高校，它不仅承

担着传承知识、启迪思想和培养人才的社会责任，

而且还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确立社会主体的价

值与信仰，以维护社会自身的稳定。因此，高校大

学生的诚信建设无疑就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使

命。然而，在网络行为中大学生因自己真实身份的

隐匿，没有社会压力感与道德约束感，移植与盗用

他人信息等就成为他们网络行为的一种惯常现象，

肆意践踏社会诚信的各种行为居高不下，网络交往

的诚信意识岌岌可危。正所谓“当全球进入万维网

时代以后,平面化思维带给人类的将是‘深度的丧

失’和随之而来……信仰将被思维的‘外化’所动

摇”[3]。“现今的知识者以一种彻底‘外在化’符号化

的方式，淡漠灵魂之维的修养而奉行商品世界那冷

冰冰的操作伦理”[4]。当潮水般的西方文化思潮席

卷而来之时，大学生们的价值观念与信仰认同陷入

了空前的危机。由此，在这种特殊生存环境中因网

络伦理而引发的信仰危机就成为了高校稳定与发

展所面临的深层矛盾。

（四）意识冲突、价值扭曲

网络文化的多元发展使全球在共享人类社会

信息文明的福音时，也凸显其文化、道德等意识形

态的碰撞与冲突。因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

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形成与发展形态，彼此的接触与

交流，相互之间的吸引与排斥在所难免。但在各种

良莠不齐、真伪难辨的网络信息时代，因大学生的

心路成长不一，他们往往充满对传统道德和价值观

念的伦理质疑。事实表明，来自不同路径的各种价

值观通过网络的强劲辐射力和渗透力直接影响着

大学生们的人格形成与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价值观和多元文化正借助于网络这种特殊的传播

速度与传播形式向他国输出其带有意识目的的文

化形式，以完成其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其中，我

国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使多年积淀在大学生头脑中

的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受到了极大挑战，当代大学生

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因此逐渐变得模糊

起来，大学生们的行为抉择一时陷入了前路迷惘与

现实冲突的困境，其价值取向被严重扭曲甚至置

换。

三 大学生网络伦理问题产生原因
（一）覆盖面广、开放性强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不但超

越了传统的主流文化而且也超越了非主流文化的

界限，充分显现了不同民族与地域之间文化的融合

与共存，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不同社会

地位、经济条件与文化层次的人们都有其相同的网

络空间。这种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对于自控能力弱、

好奇心强的大学生们而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

正是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致使其速度发展快、覆盖范

围广的有害信息四处蔓延，从而引发了大学生的道

德失范与伦理危机。很显然，相对于大学生而言的

传统伦理道德已不再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一方

面，他们狂躁的心理再无法抗拒深入网络空间的诱

惑之坑；另一方面，他们冲动的心理伴随着网络浮

躁之语与刺激画面不断地宣泄着他们的网络情感，

从而使之因缺乏正常的交流引发了众多的网络伦

理问题。

（二）虚拟度高、吸引力大

基于网络技术的网络文化，以无形为其存在的

状态。人们在网络空间对知识、信息、声音、图像与

文字等的交往可以不以真实身份出现，交往身份的

模糊性可以使彼此在虚拟空间平等相处、畅所欲

言。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逼

真的现实环境不断再现于网络空间。因网络文化

性质的虚拟性，它具有物质实体的抽象实在性、间

接具体性、客观性和普遍性、超越自然物理时空限

制、复制再生能力等特点，[5]故而网络迅速拓展。据

不完全统计，大部分大学生都已融入进强大的网络

社会而成为网民行列，网络社会成员的特殊性使身

处其间的大学生们形成了独特的道德伦理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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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这种大学生的网络道德伦理观无疑是现实社

会中大学生各种各样伦理道德问题在网络空间的

复写与再现。只不过其道德伦理因受网络虚拟化

的影响而得以放大，从而成为现行社会大学生网络

伦理道德难以调节与控制的难题。

（三）信息过剩、知识匮乏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疑会给大学生自身发

展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带来方便，但由于网络信息的

无限膨胀、网络信息数量的不断增大与网络信息质

量的良莠不齐，致使信息交换和使用呈现出泛滥趋

势，从而引发信息过剩与知识匮乏的不良结果。就

大学生而言，由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超过了他们的

实际需求和处理能力，从而使得大学生不能有效

地、充分地选择、吸收与发挥庞杂信息对他们的现

实作用，最终形成信息过剩。因此，在大学生的现

实生存环境中，一方面，大学生面对过剩信息往往

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另一方面，不断涌现的大量

信息中真正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有效知识甚少且

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最终导致了大学生被淹没在

潮水般的信息之中而力显无助。

（四）教育缺失、法制淡薄

作为道德文化传播主体的家庭、学校与社会，

面对迅速发展的网络文化冲击，他们显得茫然无

助、无力适从。他们大都对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关注

不够，所进行的教育模式也较为单一。一是从宏观

上沿袭了传统德育教育基本模式，忽视了大学生个

体网络行为的新情况。二是从微观上只注意防范

学生基于传统道德的网上涉黄等教育，忽视了对大

学生进行具体的网络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培

养。同时，在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伦理教育与法

制观念教育之时，没有将软层面的道德与硬层面的

法律有效的结合而形成合力，致使大学生的网络道

德模糊、法制观念淡薄。现实中，由于教育力度不

够，许多大学生对其网络的可为与不可为少有告知

或全然不知。由此可见，大学生的网络伦理教育缺

失、法制淡薄己显紧迫，只有加大其网络道德规范、

网络伦理教育和网络法制观念，才是规范大学生网

络个体行为的有效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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