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

生活中各种信息的来源处。大学生是社会的一个

特殊群体，是社会新思潮、新事物和领新技术的前

沿群体，是国家培养的高级专业人才。大学生能否

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息息相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引导力量。在网络

环境中，教育环境的开放性、教育过程的互动性、教

育对象的主体性等，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

新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多元文化渗透下的各种

文化交汇、多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尤其是面对网络

信息的迅猛发展，培养大学生对各种信息的分辨能

力、对不良信息的抵御能力和道德自律能力，已成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

要课题和首要任务。

一 网络环境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
网络给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大学生的文化生活在网络中得到很大的丰富，但同

时网络也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网络文化的覆盖面大，使大学生与外界有了

广泛交流的途径，学生在虚拟的环境中脱离了现

实，导致他们忽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由于网

络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和交互性的性质，网络也因

此成为了许多人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大量不健

康的信息以及低级庸俗的网络游戏便在网络上肆

意泛滥。对于这样一些不良信息，部分大学生对国

家现行政策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心理不够健康，价

值观、人生观还存在偏离，在市场经济崇尚个性发

展大潮的环境影响下，受到个人功利因素的影响，

使其人生价值尺度逐渐偏移。正因如此，这样的一

个群体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建立的成长

关键时期，很容易受到网络环境下的不良信息的负

面影响。网络的隐蔽性、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大使

欺诈、诽谤等有害行为蔓延于互联网，使大学生的

生活、学习、物质利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由

于网络环境的多元性、开放性和自由性使世界的多

种文化被交融在一起，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无形

中阻碍和影响了大学生们的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的形成，一些不良的意识形态随之渗透到了大学

生们的思想中，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适时

的进行引导，强化大学生们的道德意识，提高他们

的价值判断能力，防止产生道德危机。

二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现状分析
1.网络信息多元化导致大学生判别能力出现偏差

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的希望和未来，能不能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将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的成败。在网络环境多元文化交汇碰撞下，

高校大学生的价值观也随之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当今的大学生自主能力和自学能力都比较强，获取

知识的渠道也很多。他们所掌握的知识量已经大

大超出了学校正常教育的范围，但大学生们对多元

文化背景下各种知识的鉴别、判断尚还欠缺；同时，

随着网络环境下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大学生们

对于怎样选择正确的价值观变得很茫然，还不能做

出正确的选择。

2.个别大学生沉湎于网络导致理想的缺失

在网络文化不断发展的状况下，网络使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环境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因而，学

生直接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也比较少，往往被网络

中的一些假象所迷惑，有的学生只关心自己的就业

和个人既得利益，很少或从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发

展，对国家大事和民族存亡毫不关心，信仰个人主

义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对学习、生活的目标不明确，

不求进步，不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校园文化活动，

使其大学生活缺乏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网络环境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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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各种信息的来源处，当今世界，网络对大学

生的学习和生活所产生作用和影响力仍在不断扩大。本文对网络环境下的大学生思想教育现状和网络环境对大学生产生的

负面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提出了在网络环境下加强和改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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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虚拟世界对大学生理性思维产生负面影响

当代大学生思想单纯、思维活跃、同时比较情

绪化，对于网络环境中各种社会思潮，他们勇于面

对现实和评判现实。但由于其社会经验不足，对世

界各国的历史缺乏足够的认识，大学生们往往以个

人的标准来审视这一切，片面的追求理想化。尤其

是对于国外的文化思潮、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甚

至毒品、色情等，他们缺乏客观、正确的认识，也很

少能够站在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各种社会

现象出现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探究。

4.部分大学生自我意识增强产生道德失范

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普遍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对

自己的评价很高，自我意识也都比较强，家庭依赖

感重，心态也比较清高，渴望独立，但由于长期生活

在家庭和父母的庇护下，他们的独立能力还欠缺，

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发展不平衡，往往是心理年龄

滞后于生理年龄，以至于学生的成长教育与学校、

家庭、社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使其对社会道德的规

范和约束产生了抵触情绪。

5.思想政治网站针对性、实效性未能充分体现

高校许多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相关内容过于

简单，其内容泛化，没有个性，影响力小，针对性弱，

有效性差，很难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应有的教育

功能，因此，针对这些情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亟待探索新的有效对策。

三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方法

及对策
网络文化已经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搭建了

一个崭新平台，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紧紧围绕党的教育方针，从国家对

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出发，从大学生自身成长和成

才的需要出发，探索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尤为重要。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大学生是具有一定分析问题与辨别能力、自我

约束与自我教育能力的群体，因此，我们不能再把

他们看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简单客体，而要重点培

养他们的自律意识，在提高他们的自律能力上下功

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根据他们的需求

来具体组织开展思想教育活动，循循善诱，从大学

生的个性差异出发，因材施教，发挥大学生的个性

优势，使其形成高尚的人格。

2.加强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现今的传媒文化包罗万象，从传统的报纸、杂

志、电台到电视、电影，再到新兴的博客、互联网络

等等, 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作为公众传播的

一种手段，网络有别于传统的书籍文化，不再仅仅

是一种单一的信息传递和文化传承的手段，而呈现

出多元性，具有社会的高度参与，与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和科技紧密联系，同时还融入了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起到价值

导向的作用；网络具有传播手段现代化，形态多样

化、速度快捷化和范围全球化特点，随着互联网络

的出现和发展，各种信息以飞越的传播速度，深入

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它以新闻报道、娱乐等形式，

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传播文化环境，且渗透

力越来越深远。大学生是社会的未来，是国家的

栋梁，因此，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强不强更加显得重

要，许多大学生将成为科学文化技术生产的重要

载体，他们为社会创造劳动财富，当今社会网络功

能日益增大，所以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应着重培

养大学生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担负起新时期

社会赋予的责任。

3.提高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鉴别判断能力

当前，大学生上网已经成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网络提供的信息对他们的生活、学习与成长

给予了一些帮助，但究竟帮助有多大，有多少，却极

少有人去思考，面对网络上那些虚拟的、纷繁芜杂

的信息，有些大学生对于信息的鉴别能力差，有的

学生的思想会受到不良的网络信息严重影响，以至

于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做了违法的事情都还不知道

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须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及时地、预见性地分析新

生事物的利弊得失，努力提高他们的网络信息鉴别

与判断能力 。

4.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展网络思想教育工作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大学生生活的

方方面面，包括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了深刻的

影响。传统思想教育表现为教育者参与程度明显

下降，教育信息对于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力大大降

低，因此，传统的思想教育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

的需要。网络具有容量大、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和

开放性的特点，使大学生可以在网上接触和寻求所

需的教育资源，网络能传播文字、声音和图像的功

能，使网络思想教育的手段更具现代化，使思想教

育的内容在网络上得到了全方位传导，体现了网络

教育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同时，在网络上还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比如开设网络思想道德

课、建设红色网站、开设网上课程、设立网上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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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讨论信箱等，教育工作者适时地与学生进行沟

通和交流，及时了解大学生思想动态，使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更具针对性。

5.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当代大学生是未来中国的中流砥柱，爱国主义

教育要引导大学生知国、爱国、报国。首先要从正

面教育着手，通过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培

养大学生浓烈的爱祖国的民族情感，增强大学生的

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

感，坚定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6．牢固树立“阵地意识”增强创新意识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网络文化以其便捷

迅速的传播方式，声、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以及无

限丰富的信息内容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着

巨大的冲击，传统的高校德育教育模式表现出的滞

后性，已远远不能满足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需要。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增

强创新意识势在必行。 一是要弘扬时代主旋律，网

络文化在全方位渗入大学生的生活，改变他们的生

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观念，

而由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也在不断凸

现，因此，网络环境背景下的大学生迫切需要社会

主义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二是要抓好课堂主渠道，

认真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形势政策课，把马克思

主义的最新成果、时代发展的最新动向、社会对大

学生成才的最新要求，给学生讲清晰，讲透彻。三

是要建设网络新阵地。建立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

论、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重要任务的思想政治教育

网站，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网络环境下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7．采取多种措施了解大学生真实的思想动态，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真正把握网络文

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就要注意不

定期地对大学生网络意识和行为展开调查，高校思

想政治信息是大学生思想活动的表现，其表现通常

借助于语言、文字以及个人的行为。因此，在获取

大学生的信息时可以采取调查法、分析法和预测法

等不同方法。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工作信

息的获取速度。获取方法一般为将问卷形式的调

查资料挂在网络，由访问者自愿填写，这种方法速

度快，成本低，隐匿性强，明显优于传统的思想信息

调查方法。网络思想信息调查能够更好地针对大

学生可能出现或者将要出现的心理、思想问题进行

预防教育，将一些错误的、不良的倾向消灭在萌芽

状态，更好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先导性和针对

性，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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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U Kai，HU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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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rnet has already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college life as well as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daily life. In the world today, it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and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on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n

proposes method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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