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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机制 
刘怡  胡佳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4） 

摘要：在当前“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校大学生的学习及生活与网络深度交融，但当前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普遍存在认知模
糊、网络行为管理能力不够、网络法制淡薄的问题，加强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要发挥高校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加强对学生的教
育引导，加大网络法制宣传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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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

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
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当前，
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交流和娱乐的主要载体之一。新时
代，党和国家的发展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网络文
明素养方面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言
行日益影响和谐网络空间的建设，关系到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发
展及成长成才，也体现出自身网络素养的文明程度。深入把握
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提升的重大意义并给出相应的实践策略，
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
义。 

一、网络文明素养的重要性 
（一）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网络文明素养是大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一部分，网络文明

素养的高低直接关乎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提升大学生网络文明
素养能够极大规范大学生网络世界的言行。当前随着网络的深
入普及，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运用最广泛的搜索工具和认知来
源，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情绪波动性较大，社会经
验和辨识能力不足，“三观”仍处于形成之中，因此，他们很容
易受到网络导向的影响。因此，要引导大学生科学、理性利用
网络，提高网络文明素养。 

（二）促进校园网络文明建设 
新形势下，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势头锐不可当，高校当然也

离不开网络信息的现代化，校园网络的建设是新形势下的必然
选择。因此，提升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校
园网络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促进高校和
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要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
风和学风，使高校发展做到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气正。” 

二、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现存问题 
（一）网络认知模糊 
首先，缺乏获取有效信息能力。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各类网络信息爆炸，如何有效快速地获取信息非常重要。但在
日常学习生活中，大量的信息使大学生的注意力分散，对于很
大一部分的无用信息、虚假信息，他们不具备识别和筛选的能
力，不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用理性的思维去分析和分辨。其次，
甄别网络信息能力不够。网络上的信息量极大，其中既包含先
进理念和有益信息、正能量的信息，但也不乏一些滥竿充数的
肤浅错漏信息，甚至一些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信息。由于
部分大学生甄别能力有限，判断能力不高，网络上有害信息易
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 

（二）网络法制意识淡薄 
网络法治意识是大学生对自身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发生的行

为是否合法的认识。大学生网络法制意识淡薄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其一，很多大学生认为网络虚拟空间里发生的行为
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他们不懂网络法律规范和道德标准，缺
乏自律意识、自律精神。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很可能会
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其二，部分大学生对言论自由过度追崇，
不懂得言论自由界限。很多时候，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不清
楚网络事件真相的情况下，对网络事件的发酵起到推波助澜的
反作用，对社会舆论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网络暴力行为突出 
网络暴力具有空间上的特定性，主要包含网络语言暴力和

网络技术暴力，网络语言暴力指在网络中低毁谩骂他人、恶意

散布谣言等进行人身攻击的行为；网络技术暴力主要表现为通
过黑客技术等网络技术手段获取他人信息、暴露他人隐私等行
为。网络暴力虽发生在虚拟世界，但却时刻威胁着受害者，很
多时候对受害者身心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大学生网络暴力行
为有时虽是无意识的，但在一些网络事情发生初期，不明真相
的学生极易遭受到别人的利用，充当“水军”对当事人恶意中
伤，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三、培育大学生网络素养的有效路径 
（一）提高大学生网络认知能力 
要抓住“课堂是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主阵地”这一优势，

高校可以通过开设网络教育通识教育课程，有针对性地指导学
生如何快捷高效地获取网络信息，提升筛选、甄别信息的能力。
另外，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也是提升学生网络认知能力的重
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能够提升学生政治敏感度，帮助他
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大学生对意识形
态领域网络信息判断力。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也可以利用网络的
优势资源，拓展思政教育新阵地。 

（二）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完善网络相关政策，加强网络监管；加强校园网管理和监

督，建立良好的网络环境。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培育途径有
多种，高校要积极探索培育网络素养的途径，通过课堂，也通
过网上途径进行网络素养的培育，开展道德、法制和心理健康
教育，发挥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和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以点
及面从家长、寝室、班级及学校，全方位联合、动员，共同做
好学生网络素养培育。 

（三）发挥思政教育作用 
建立有针对性的网络教育体系，设计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网络文明教育；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水平；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网络伦理及网络法律法规教育。丰富校园文化，
完善对网络空间行为的监管，营造网络空间清朗的环境。要培
育大学生网络自律意识，就要建立相应的培育机制、采用具体
的办法，对大学生网络空间行为加以干预和规范，使其从心里
能够理解和接受，从而能够在行为上遵守规范，将规范内化为
自觉。 

四、结束语 
在当前“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是高校大

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立德树人宗旨的切实
体现。它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各方齐抓共管、
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能显现出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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