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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道德感的培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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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社会，大学生是网络群体中最为活跃的群体，针对很多大学生在参与网络事件时，由于缺乏理性思考及正面的引
导，出现道德感缺失、散播情绪化语言，以致推动网络事件不良发展，甚至产生伤害他人合法利益、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等情况。针
对此种情况，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感教育，培养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意识，引导大学生积极思考，理性参与网络舆论事件显得极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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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的普及，移动终端的便捷化发展，各种新兴媒体

平台不断显现。这些新兴媒体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传
者与受众可以不限时空地进行发言；打破了平台界限，信息与
发言不囿于一个平台；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虚拟与现实
相交互，信息获得与发布更自由；打破了传受者的身份界限，
双方身份可以互相转换。各种思想在网络上进行交织与碰撞，
各种文化形式相互交流，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网络
平台的开放性，也出现了很多弊端，例如可匿名性，导致网络
信息的不可辨性、网民的不可控、网络环境过度自由等。网民
的集中，使得网络平台成为舆论中心地，产生网民舆论热点。
在当前，大学生是网络群体中最为活跃的群体，由于大学生正
处在社会责任感及网络道德感培养的过程中，缺乏全面的理性
思维和判断能力，如果受到不良舆论的引导，便容易在网络世
界迷失自我，出现言论偏颇、行为失序的现象。因此，在新媒
体时代，培养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意识，引导大学
生有序且理性地参与网络事件是急需解决的一件重要事项。 

一、大学生网络参与失序的原因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新媒体

的发展和移动客户端的普及以及各种媒介平台的产生，信息传
播渠道越来越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方式也不再是传统
的点对点方式，呈现出点到面、面到面等爆炸式传播等方式，
传播的信息内容也越来越多元化。网络舆论聚集地便成为各大
平台相互争取流量、赢取关注，相互竞争的一块场地。由于在
网络平台的可匿名性，很多情绪化的言论在网络平台上出现，
或是发泄情绪、或是博取关注；亦或是受商业利益的驱动，为
博取关注度，故意发表非理性言论，背后推动非理性舆论的发
展，从而达到某种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思想意识尚在形
成期的大学生们很容易被带动和影响，一方面是由于大学生三
观未形成，容易受影响；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借助网络平台进行
情绪发泄；再一方面是缺乏理性思考，人云亦云。 

二、大学生网络参与失序的表现 
（一）助推网络暴力事件 
信息时代，人人都是信息源，大家打开网络便能接收到海

量的碎片信息，这些信息真伪难辨。大多数的大学生网民没有
实际参与到网络热点事件发生现场，对于事件发生的过程也不
知全貌，他们对事件信息的了解也是通过各种媒体平台，然后
根据自己已有的认知参与到网络舆论中。由于大学生在现实生
活中缺乏“排气阀”，会将个人的负面情绪迁移到网络生活中。
由此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参与到一场网络暴力事件中。在网络热
点事件发生的伊始，很多人是利用网络技术，完成互联网海量
信息搜索整理活动。但是，随着事态的升级，片面信息不断输
出，每个人理解不同，网络搜寻事件也不再是当时单纯地就事
论事，而是上升到了事件行为人本身，对当事人进行网络审判、
道德评议、对社会冲突负面情绪的宣泄。 

有些平台为了吸引眼球制造网络舆论，引起争端，缺乏思
考的部分网友便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对片面舆论信息进行

点赞、评论、转发，从而致使大部分非理性学生群起而攻，经
过大规模的发酵传播，使得原本正常化的意见表达变成了网络
暴力和媒介审判，甚至可能延伸到线下演变成现实暴力事件。 

（二）传播网络虚假信息 
当前我国网络平台的法律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很多平台、

自媒体等为了博人眼球，获取关注、吸引流量，不断地增加所
谓热点事件的信息或者给出吸引眼球的标题，不考虑自身作为
媒体的证明引导作用，以及社会责任，常常将断章取义的信息
不停地发酵、传播，引起网络舆论场的骚动，以达到自身的经
济效益。而大学生目前思想意识还不够健全，内心容易被动摇，
在面对很多的复杂信息时候，会缺少系统而全面的分析加工，
一旦有“意见领袖”发声，他们便会跟随着发声，或者基于断
章取义的、失真的信息报道而武断作出自己的判断，转发或者
传播网络虚假信息。 

在当前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必须加强大学网络道德感和社
会责任感的培养，让学生正确合理利用网络，有序参与网络话
题，教育大学生明辨是非，理性思考。 

三、大学生网络道德感培育的措施 
加强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大学生的网络道德

感和社会责任感。网络媒介素养的提升对于大学生认知媒介、
了解不同媒介平台及其运营运作模式，从而正确判断真实信息，
提取有价值意义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合理高效运用。从高校层
面而言，可以有针对性地开设媒介素养有关的课程，完善培养
方案；邀请相关专家学者针对网络媒介素养召开专题讲座；在
社会实践课程中，教育学生有效使用媒介平台，培养大学生作
为社会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加法律知识课堂，邀请具
有法律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就网络媒介中的相关案例进行讲解
和普法，让大学生意识到即使是处于虚拟社会中，个体也需要
对自身的言行进行负责，不能脱离社会道德的约束，在实践中
要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做好大学生的网络情绪管理教育，加强网络舆论的正面引
导。大学生们涉世未深，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难免会出现心
态失衡的情况。首先从学校层面，可以积极完善校内的心理咨
询机构，增加心理健康课程，增加网络语言的正面引导，强调
网络法制。建立网络分享咨询平台，给予学生情绪置放平台，
及时做好引导，结合网络新鲜词汇，拉近与学生间的距离。获
得话语的主导权，让学生信任与信赖，在无形之中对学生产生
证明引导作用，让学生能够遇事不盲从，保持理性，控制好自
己的情绪，合理地宣泄不良情绪，培养良好的网络道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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