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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好网民培养路径研究

刘宇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在我国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高校大学生是使用网络的主要群体，也是新媒体的重要参与者。由于
大学生普遍年龄小、社会经验少，欠缺正确辨别是非和理智认识事物的能力，比较容易被互联网中各种虚假负面信

息干扰影响，因此提高他们在网络“冲浪”的判断能力与道德素养是十分必要的。此文分析了如今高校大学生网络

教育和网络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培养当代大学生成为校园好网民的路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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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社会与经济的进步，但也给网

络谣言、低俗文化、负面新闻的滋生散播提供了新渠道

与条件。现今的网络环境，既存在着乐观积极等正能量，

也存在着暴躁消极等负能量。互联网为当代高校大学生

创造了一个缺少控制、监管、拘束的虚拟化空间，在此

空间中，大学生们的道德品质与价值判断无时无刻地都

可能会被纷繁复杂的互联网信息所影响。大学生整体社

会经验少，正确的价值观尚未完成形成，青春期的他们

还存在叛逆心理，会更容易受到互联网中的违法有害信

息、虚假谣言影响。此外，假如高校大学生再将个人欠

缺理性思考的言论发表到互联网中，定然会形成其它消

极影响。故此，需要发现当前高校大学生网络教育和网

络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探究培养高校校园大学生好网民

的路径。

1 高校大学生网络教育和网络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的大学生大多数为“00 后”，这是伴随着我国

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成长起来的新时代青少年，他们接触

网络早，使用网络的技巧熟练，在日常生活中获取外部

信息、了解时事新闻、辅导课程学习、开展交际活动等

均 离不开网络。

1.1 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不够完善

高校目前思想政治的教育方式依然比较传统，基本

都采用讲台授学的模式，并没有很好的将思政教育同互

联网新技术结合起来。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教学方

式陈旧老化，欠缺关于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相关方面的研

究，教学基础理论水平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网络

思政教育缺乏专业性指导，导致网络思政教育深度不够。

此外，高校虽然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思政网络平台，但

是思政网页的内容过于正式严肃，大多都是以通知、文

件的形式为主，吸引力差，对青年学生的感染力度不足，

导致网络思政教育常常流于形式。

1.2 高校大学生网络道德有所欠缺

当代大学生虽然经过了小初高 12 年左右的学习，

但因为缺乏社会经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还不

够成熟，很多学生刚刚进入大学，缺乏自我管控能力，

容易受到外界负面信息的干扰，面对网上各式各样的文

化形态和思想观点的矛盾与冲突，加之互联网有着虚拟

性强和交互性高的特点，当代大学生很难控制网络发言

的尺度。当代大学生思想不够成熟，自身能力不够高，

导致他们价值观不够正确、道德品质不够高，容易被片

面、虚假的信息欺骗。此外，有的学生会通过网络寻友、

发布轻浮的个人动态来博取关注，有的学生会杜撰假消

息来吸引眼球，这是当代大学生内心精神世界贫瘠空虚

的反映。

2 高校大学生好网民培养路径

2.1 构建网络思政教育平台，增强学生理想信念

高校既要主动构建专业的网络思政教育平台，还要

培养一批既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又熟练使用网络技术的

教师团队，用新形式的活动给大学生们输出传递更通俗

易懂、更生动形象的思想道德教育。积极借助网络载体，

让老师和学生开放、平等的讨论沟通，发挥网络育人功

能，打破过去学生被动式接收思想道德教育的局面，打

造“互联网 +”新时代下引导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景象。

此外，高校教师与辅导员还应当充分合理的利用起

微博、QQ、微信、抖音等聊天直播社交软件，经常性的

在这些大学生们喜爱的网络平台进行多种主题的网络思

政教育实践活动，及时跟踪掌握大学生群体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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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关的网络舆情，创建学生感兴趣的思政话题展开

留言讨论，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思想价值引领、学习辅

导、生活帮扶、情绪调节等，号召学生在网络上进行思

想政治学习打卡，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增强网络思政

教育的实际效果。

2.2 加强学生上网行为指导，提升学生网络素养

互联网开放包容，但并非法外之地。高校要加强学

生上网理论的指导，帮助学生树立坚定的网络政治素养，

掌握文明健康上网精神，规范文明用语，学会用坚毅的

自控能力守住网络道德的底线。加强学生上网行为指导，

呼吁大学生自觉主动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

实践效果。如在网上碰到坏人坏事，既要做到勇于发声，

还要做到善于发声，发表绿色健康的言论，参加到同网

络有害低俗信息斗争的队伍中来，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

坚持自身的道德管理，为建设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贡献

力量。

2.3 创作优秀网络文化作品，宣传青春正能量

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快，效率高。应该提炼传承华

夏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髓部分，借助互联网平台讲

好传统文化作品，采取寓教于乐的方法，传播有温度、

有思想的故事，在无形中对大学生进行话题舆论的引领。

此外，还可以策划属于大学生自己的网络文化节日，设

计举办弘扬正气、接地气的系列网络文化活动，鼓励学

生自己创作优秀的网络微电影、歌曲、摄影、文学等作品，

增加高品质文化作品的创作生产，主动宣传社会生活中

的真善美。

2.4 栽培青年优秀评论员，营造良好网络氛围

“校园好网民”是“中国好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建设网络大国强国的重要根基。要加强同青年学

生在网络平台的沟通互动，用科学理智、正能量的声音

来有效引导青年学生在网络中的舆论。可以选拔思想品

德和文字功底本身就比较好的青年大学生，引导他们关

心国际时事和国家大事，培养他们的政治敏锐度和新闻

素质力，让他们去引领其他学生对国际内外、校园上下

发生的新闻事件、热点话题开展讨论与辨析，进行合理

客观发言，帮助青年学生养成客观看待事物的辩证思维，

从而在学校里营造出“擦亮双眼、遵纪守法、明辨是非、

保持理智”的网络氛围，也使网络空间越来越清朗。

总之，高校要了解关心学生的思想行为动态，通过

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养成高度的安全责任意识、理智健康

的网络修养、守法遵纪的上网行为、合理必备的网络防

护能力，引领学生传播网络正能量，做校园“四有”好

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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