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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网络素养是新时期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媒介素质#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在网络自主学习能力(网络行为

自我管理能力(网络道德素养(网络安全意识等方面存在不足%从原因上看#既有缺乏良好网络环境的客观原因#又

有大学生特殊心理特征和行为的主观原因#还有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缺失的重要原因%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是一

项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建章立制#充分发挥引领作用$需要高校科学设置课程#充分发挥育人作用$需要家庭言传

身教#充分发挥培育作用$需要个体进行自我教育#充分发挥内化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调查$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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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素养是指大学生在了解网络知识的

基础上$获取&评估&制造和传播各种网络信息$使用

网络促进自我发展的一种综合能力%它包括对网络

媒介的认知能力&网络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网络

行为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网络道德素养和网络安

全意识等各个方面'

$

(

%

"#$!

年
H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根据形势发展需

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

抓%高校是网络舆论的一大重要集散地$大学生是

传播网络舆论的重要群体$高校要掌握网络文化育

人的主动权$做好网络舆情的引导$传播网上舆论的

正能量$必然要求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

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是素质教育的应有之义%

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旨在引导大学生在思想道德素

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网络素

养是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大

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大学生思想不够成

熟&社会阅历较浅$容易受到不良网络信息的影响%

只有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才能引导他们理性应对

网络$正确辨识网络信息$看清各种意识形态$自觉

提升思想道德素质%

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是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必

然要求%在使用网络的群体中$大学生是主体人群$

他们广泛活跃在博客&论坛&播客等网络载体中%大

学生有着较高的文化层次和思想水平$他们有朝气&

有活力&有创新意识$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有利于

传承和创新优秀的网络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

繁荣发展%

本文以下沙高教园区的部分大学生为样本$开

展了*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的问卷调查%通过问卷

调查$了解了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并对影响因素进

行了分析$进而提出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的举措%

一%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调查

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笔者在

杭州下沙高教园区开展了问卷调查%在问卷内容的

设置上$从大学生网络素养的概念出发$主要包含了



大学生网络媒介的认知能力&网络信息的获取和处

理能力&网络行为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网络道德素

养和网络安全意识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共发放问卷

I##

份$收回有效问卷
%&"

份$回收率
E"?%M

%在回

收问卷的同时$还随机抽取了
"#

位学生开展了深度

访谈$旨在进一步了解一些潜在状况和因素%

调查显示$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成为他们交流情感&表达思想的重要场

所$成为他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平台%

I"?EM

的学生把网络作为获取信息的首选渠道$而传统媒

体"广播&报刊&电视等#则相对被冷落%网龄时间普

遍较长$

F&?%!M

的学生从小学或初中就开始接触网

络%具有良好的网络操作水平$

%F?$M

的学生能够

在网上找到自己想要的资料$

!&?I"M

的学生对大多

数网络软件运用非常熟练%具有良好的生产&传播

信息的能力$

F$?F"M

的学生开通并使用微博$

"Hh!"M

的学生会经常写微博$有
%%?%$M

的学生会

转发加评论微博%

通过调查发现$虽然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

网络素养基础$但整体上还处于一种于较低水平的

自发状态$个体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主要问题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网络自主学习能力有待提高

自主学习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在网络时

代$大学生除了在课堂接受知识外$还需要通过网络

等途径开展自学$以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

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

大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调查情况统计见图
$

%

从图
$

中可以看出$

&&?HEM

的学生选择
K

*网上购

物&看视频&下载音乐+$

&#?%$M

的学生选择
_

*玩网

络游戏&聊天&交友+$而只有
%E?%!M

的学生选择
B

*获取信息学习或工作+$另外还有
$H?#EM

和
$"?#!

的学生分别选择
J

*写博客日志+和
P

*收发邮件+%

大多数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依然停留在娱乐休闲购

物上$网络学习目的性还不够强%另外$对于*您在

图书馆网上电子资源&数据库"如中国知网等#的使

用情况3+$经常使用的占
$!?!$M

$偶尔使用的占

%%?F$M

$很少使用的占
!I?$IM

$从没用过的占

&hH!M

%大部分学生没有充分利用学校庞大的图书

馆数据库$造成资源浪费%在笔者的深度访谈中发

现$许多大学生对待自主学习比较随意$不能够很好

地规划时间$经常在网上自主学习过程中由于抵制

不住诱惑参与各种网上娱乐活动$导致学习效率低

下$学习效果不佳%

图
$

!

大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

"二#网络行为的自我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大学生网络行为的自我管理能力是大学生网络

素养的重要内容$能否在网上进行自我约束加强自

我管理$是衡量大学生网络素养高低的一个重要

指标%

通过调查发现$网络已深度介入大学生的学习

和生活%大学生每天平均上网时间$

"0

以下的占

"!?%EM

$

"

!

%0

的占
%&?!$M

$

%

!

&0

的占

""h$IM

$还有
H?#IM

的学生上网时间达
&0

以上%

大多数学生能够控制上网时间$但有很大一部分学

生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网络依赖$他们对网络的使

用有着强烈的渴望或冲动感$有
%E?$IM

的学生每

当网络*掉线+等原因不能上网时$会感到烦躁不安&

情绪低落或无所适从$这些学生如果任其发展$必将

网络成瘾%另外$被问及在网络面前是否是一个主

动的影响者或参与者时$

I?HM

的学生选择*非常主

动+$

IH?#"M

的学生选择*比较主动+$还有
!&?$HM

的学生选择了*比较被动+或*非常被动+%这表明$

近四成的大学生在网络面前缺乏自我约束$经常被

网络牵着鼻子走$网络自我管理能力需要进一步

提高%

"三#网络道德素养有待提高

网络道德是时代的产物$它是通过比照现实社

会中的善恶标准$来调节网络时空中个人与个人之

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作为当

代大学生$应该加强网络道德的自律意识$自觉遵守

网络生活中的各种道德要求$做文明理性的网络

公民%

调查显示$近六成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制定规

则来约束网上言行$但有五成多的大学生反对网络

实名制$另外$对于网上的不文明言论$

I$?F"M

的学

生认为*可以接受+或*无所谓+$只有
%H?"HM

的学

生是反对的%这显示了广大学生既希望建立制度来

规范网络行为$又崇尚网络自由$不希望自己受到网

络道德约束的矛盾心理%在对于黑客的态度上"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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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F!M

的学生选择
K

*值得崇拜+$

!I?&%M

的学生选择
_

*想学$有机会也想试试+$

"E?#FM

的

学生选择
J

*说不清+$只有
"%?I&M

的学生选择
B

*反对黑客+%这表明大学生对于黑客行为的性质认

识不清$网络道德素养还需进一步加强%另外$对于

如何利用网络信息去撰写论文$

I?$FM

的学生完全

从网上下载$

%H?"HM

的学生从网上下载再拼凑$只

有
%&?IIM

的学生参考相关资料$自己独立完成%

这表明一部分大学生对网络著作的版权意识还不够

强$存在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需要及

时纠正%

图
"

!

大学生对待网络黑客的态度

"四#网络安全意识有待提高

在信息时代$网络既可以使人受益$同样$也可

以带来威胁和破坏%网络安全既包括了技术上的安

全$也包括了网络交往上的安全$只有提高网络安全

意识$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关于网络技术上的安全$

!E?IEM

的学生会随时

注意自己电脑的运行状态并定期更新系统或杀毒软

件$

$&?F"M

的学生选择不会$另外还有
%!?&EM

的

学生选择了无所谓%另外$有近三成的学生在网吧

或者公共场所使用网络后$不会及时删除登录的个

人帐号和密码%这表明学生对网络技术安全还不够

重视$这方面意识还要进一步加强%关于网络交往

上的安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学生都有自

己的网友$

"#M

的学生还会主动在网上寻找*陌生

人+或者接受*陌生人+的搭讪并与其聊天%对于网

恋的态度$

&#?$%M

的学生表示不支持也不反对的$

明确反对的占
""?!%M

%网络的虚拟性反映出网络

交往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涉世未深$阅历较浅的大

学生往往会被不法分子所利用$成为实施网络侵害

的主要目标%因此$加强大学生网络交往的安全意

识势在必行%

二%大学生网络素养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缺乏良好的网络环境是客观原因

*人是环境的产物+$早在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大

师爱尔维修就已经认识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深刻

的%相对于传统媒体$网络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及时&

海量的信息$但信息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新闻低俗

炒作&广告不断登场&论坛谩骂成风&游戏暴力人

生+

'

"

(等现象几乎让人见怪不怪$再加上其他国家利

用网络对我们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使得整个网络环

境更加复杂%大学生如果缺乏辨识力和自制力$人

生观&世界观就容易受到冲击%另外$网络市场缺乏

有效的监管$监控技术相对落后$不法网站充斥其

中%调查显示$

%"?I&M

的学生浏览过色情网站$

$IhIFM

的学生虽然没有浏览过$但是很想看.在浏

览过色情网站的学生中$近六成是在上网时自动弹

出的网页或小广告上知道色情网站的地址的%另

外$近五成的大学生曾在网上遇到过网络欺骗行为

"如网购陷阱&钓鱼网站等#%大学生还处在人生的

成长期$如果长期处在不良的网络环境中$就容易造

成网络素养缺失$在浩渺的网络中迷失自我%

"二#大学生特殊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是主观原因

大学阶段是一个人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处在

网络时代的大学生$往往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更加追

求*平等+和*自由+%从高中巨大升学压力解脱出来

的大学生$离开了父母的管教$自由支配时间充裕%

而网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遨游空间$在网络中他们

甩掉了生活中的一切压力$追求他们所理解的*平

等+和*自由+$不希望受到约束%二是思维活跃$对

外界事物充满好奇心%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新

生事物层出不穷%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和好奇

心$他们热衷于网络中新鲜&好玩&有趣的内容$这种

猎奇心理极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三是思想

不够成熟$在认识客观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时表现

出较大的非理性%大学生在分析网络信息时思考问

题的深度和广度不够$主观意识多于客观判断$大多

还处在*接受+和*使用+网络信息的层面$行为方式

往往过于盲目草率$尚未达到理性的自觉层面%

"三#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的缺失是重要原因

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网络素养教育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步都比较晚$飞速发展的网络

技术给原本滞后的网络素养教育带来了的挑战%为

增强青少年自觉抵御网上不良信息的意识$团中央

等多部门曾共同推出,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

对于这项公约$

&&?EM

的学生选择了*不太了解+或

*不了解+$只有
%?%HM

的学生选择了*非常了解+$

这说明社会&学校等对网络文明公约的宣传和教育

还不够深入%调查显示$对于*青年大学生是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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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网络教育3+$

H%?F!M

的学生认为*有必要+或

*很有必要+$但对于*您认为所在学校对学生的网络

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如何3+$

&F?E!M

的学生认为

*不太重视+或*不重视+%可以看出$大学生对网络

素养教育有着迫切的需求$但高校对网络素养教育

重视不够%在深度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很多高校

虽然开设了网络技能的课程$但整体上还处在零散

的状态$尚未建立健全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另外$

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缺少网络素养教育的内容$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网络素养的形成和

发展%

三%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举措

从以上调查和分析不难发现$大学生的网络素

养还处于较低层面的自发状态$与快速发展的网络

新环境不相适应%笔者认为$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

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高校&家庭和个人的

共同努力%

"一#政府层面!建章立制$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

作用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网络$和谐网络需要培养高

素养的网民%

"#

世纪
E#

年代$美国政府出台的,目

标
"###

!教育美国法-$鼓励学校在九个核心学科中

制定各自的内容标准$其中艺术学科的课程内容标

准包含小学和中学各年级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

!

(

%

网络素养教育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只有国家给予高度重视$在法律层面建立制度$才能

从根本上推动网络素养教育的发展%另外$政府要

健全网络监管体系$努力营造文明&和谐&友善&安全

的网络社会环境%要加大资金投入$对技术和设备

进行更新.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随时监控网络文化

糟粕的传播$及时处理违反网络道德规范的现象.严

厉打击利用网络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在整个社会形

成强大的法律威慑力%

"二#高校层面!设置课程$充分发挥高校的育人

作用

高校是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的主阵地%一方

面$高校要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中$积极构建一个以现代课程理念为指导$以培养大

学生网络素养为核心$对大学生进行网络操作技术&

网络道德素养&网络安全意识等方面的教育$形成完

整动态开放的课程体系%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健康

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校园网是大学生网络素养教

育的重要阵地%要建设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校园

网$贴近生活$关注社会$以生动活泼的版面和多功

能的服务平台吸引广大学生%要用积极进取&健康

向上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努力把校园网建设

成为大学生们所热爱和守望的弘扬先进文化&丰富

校园生活的精神家园%

"三#家庭层面!言传身教$充分发挥家庭的培育

作用

家庭教育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也是最好的老师%调查中发现$有

&"?FIM

的家长*完全没有+或者*很少+对子女进行

网络素养方面知识的引导和灌输$这表明很多家长

忽视了对子女网络素养的教育%虽然大学生与家庭

的联系比以前少了$但家庭对大学生个体社会化还

有着深远影响%家长在网络技术等方面可能不如大

学生$但在网络安全意识&网络道德素养&网络自我

控制力等方面有着更为成熟的观念$而这些正是网

络素养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家长要为孩子创造健

康向上的生活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对他们进行网络

素养教育$促使他们形成健康的人格.另一方面$家

长要加强对子女上网监督$提醒他们不要沉迷网络$

要做网络的主人%

"四#个体层面!自我教育$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内

化作用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只

有激发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

育+

'

%

(

%这里的*自我教育的教育+实际上指的就是

教育的内化%在网络活动中$一切外在网络的规则

只有内化为自我的行动$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网络失

德等行为的发生%作为当代大学生$要正确认识网

络$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网络心理素养$

形成健全的网络人格%要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增

强学习的主动性$提升互联网作为学习工具的意识%

要理性分析网络信息$增强对网络信息的甄别力$自

觉抵制不良信息侵害%要严格自律$主动约束和规

范自己的网络行为$自觉做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

自我服务%

四%结
!

论

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任重而道远$它离不开

政府的引领&高校的教育&家庭的培育以及个体的

自我内化$也只有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协同推进$

才能不断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才能引导大学生

传承和创新优秀网络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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