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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现代网络科学技术的出现，网络行为应运而生。当
下高校学生群体正逐渐由“95 后”过渡为“00 后”，他们被称
为网络的“原住民”，“00 后”网络一代初登社会大舞台，在
他们身上展现出不一样的特点，表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烙印和
个性特点，他们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探索精神，具有很强的
开放包容心态，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于担责，善于释放情感。
由于受教育主体的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与时俱进，
通过深入了解“00 后”的网络行为特点，探究大学生网络和现
实行为的反差，从而对网络行为进行分类，以期全面把握大学
生网络行为特点背后的动机，找到“对症下药”的教育举措，
进而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模式，促进大学生网络心理健康发展，
提升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站位，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推进高
校网络文化阵地建设，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1、“00 后”大学生网络行为特点分析

1.1 学习意识匮乏
互联网的发展给新时代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诸多便

利，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课堂、视频会议等线上
教学模式被高校频繁使用，但这并没有促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
自主学习意识。调查显示，学生使用网络多数原因是停留在娱
乐消遣层面，网络学习只占到极少数。这是因为网络学习带来
的快乐需要长时间积攒而产生，而短视频等快餐式娱乐可以给
学生提供即时性精神放松。“00 后”网络新一代大学生对网络
作品的吸引力具有很高的要求，一般的网络教育作品无法吸引
他们的眼球，这就给新时代网络思政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网
络娱乐和网络学习其实并不相悖，适度的网络娱乐能够积极地
调节生活节奏、缓解学习生活压力，但网络娱乐过度化会影响
身心健康，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合理利用网络平台，提高自主学
习意识，充分利用网络教育的便捷性优势，提高网络教育的吸
引力，成为了新时代网络思政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1.2 网络素养缺失
大学生网络素养主要是对网络中各类信息的筛选、理解、

判断、重组等过程中所表现的水平高低。由于网络世界的开放
性和宽泛性、网络信息的复杂性给大学生网络素养的培养带来
了极大的挑战性。新时代大学生思维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但大学生刚刚成年，尚处在学习发展的待成熟阶段，对外界环
境带来的冲击抵御能力还稍显薄弱，良好的网络素养还有待于
进一步的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缺失主要表现在网络有效使用
率不高，对网络资源的价值判断能力较低，盲目从众意识较强，

自我坚定意志力不够强，很容易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网
络道德素质欠缺，网络用语恶意中伤他人，缺乏责任意识，对
待网络事件或网络现象的评论和态度片面化、偏激化，“听风
就是雨”，随意发表言论，出现了“看热闹”、“莫不关系”
和“一杠到底”的极端现象；网络安全意识薄弱，个人信息随
意泄露，没有保护意识，对网络诈骗缺乏警觉意识，社会经验
不足，加之贪恋小便宜，导致 00 后在网络诈骗受害者中占比呈
上升趋势。

1.3 网络交往虚拟
比较于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式交往，网络平台为大学生人

际交往提供了一个快捷、高效、私密、开放的“绿色”通道，
网络世界的信息更新迭代迅速，新时代大学生社交能力不够成
熟、社会经验不够丰富，同时“三观”尚在发展阶段，好奇求新，
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在这个“虚拟世界”
中寻求自我认同，展示自我，释放自我。原因有以下几点：第
一，现实交往中，他们害怕表现自己或者不善于表现，他们在

“虚拟世界”中可以摆脱束缚、随意发泄和表达自己的心中所想，
不用害怕别人对自己的“打量”和评判；第二，因为虚拟网络
中“网络警察”的监督管理力度远低于现实世界，奖惩力度较低，
未涉及法律底线的道德层面，导致他们的发泄可以说是零风险，
学生更容易摘下生活中的面具，将“本我”的样子展示出来；
第三，学生社会地位不高，他们的声音往往会冠以年轻、不成
熟的帽子，他们渴望引起关注并得到认可，网络虚拟化恰好可
以隐含他们的身份，充当“裁判员”对网络社会进行满足他们
渴望社会好评的需求。

2、基于大学生网络行为特点的思政教育对策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
而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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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指示，是网络时代做
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根本遵循。面对“无人不网”、
“无处不网”、“无时不网”的 00 后青年大学生，针对他们独
特的网络行为特征和精神需求，结合立德树人总要求和新时代
国家发展需要，“对症下药”，才能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
笔者认为，在网络空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应该从强化矩阵建设、丰富思政内容和打造思政
品牌等方面提升网络思政教育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让

基于“00后”大学生网络行为特点的思想政治
教育对策研究

【摘     要】 在网络信息化时代，被称为网络“原住民”的“00 后”网络新一代大学生初登社会舞台，他们在网络行为方面个性鲜明，主

要表现在学习意识匮乏、网络素养缺失、网络交往虚拟等方面，对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结合立

德树人总要求和新时代国家发展需要，笔者认为，在网络空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从强化矩阵建设、丰富思政内容和打造思政品牌等方面提升网络思

政教育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才能让网络思政教育“活起来”、“萌起来”、“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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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思政教育“活起来”、“萌起来”、“潮起来”。
2.1 强化融媒体矩阵建设，锻造强大体系构架
思政教师队伍要高度重视网络思政教育阵地建设工作，适

应网络新媒体和舆论环境新变化，占领新媒体阵地，打造价值
引领、思想交流、特色服务、文化活动的新平台。一是要加强
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助力思政工作有序开展。深入分析
不同媒体的异同点，把握新媒体脉搏，注重新媒体技术在人才
培养、校园文化、形象提升、服务师生等方面的作用发挥，坚
持“发展、引导、平等、服务”的理念，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吸引力，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二是要注重
团队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思想观念新、业务能力强、具备奉献
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新媒体工作队伍。可以组建新媒体中心运营
团队，团队主要负责新闻采编、宣传设计、技术开发和媒体编
辑等工作，通过网络媒体业务能力系列培训班，增强新媒体队
伍的综合素质为新媒体阵地建设提供人力保障。三是要打通“五
网”联动，延伸“四大课堂”，拓宽融媒体阵地平台。通过微
信、易班、QQ、微博、抖音等五个载体，实现校园的全媒体覆盖，
架设联络师生、服务师生的有效平台；激发和调动大学生参与
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延伸第一课堂、强大第
二课堂、融入第三课堂（公益实践）、引领第四课堂（网络阵地），
做活做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四是要用“五心”守“初心”，
为融媒体思政教育提供精神支撑。思政教育队伍要有勇担使命
的责任心、乐于奉献的爱心、一丝不苟的细心、持之以恒的耐
心和敢于挑战的信心，不断开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2.2 丰富网络思政资料库，加强网络原创文化内容供给
立足思想引领的“圆心”，以提升育人质量和成效为“半径”，

构建思政教育最大“同心圆”，形成强大的思政育人品牌资源
矩阵库。一是要精心运营微信、QQ 公众号等线上媒体平台，
发挥阵地的内容供给侧引导作用。紧跟学生需求，及时更新改

版公众号栏目和推送主题内容，加强易班、微博等阵地上优秀
思政网文的推送力度，丰富抖音思政教育短视频素材。二是要
抓住“班级 + 宿舍”两个思政教育主阵地。可以通过制作班徽
舍徽、学唱班歌舍歌等方式增强集体荣誉感，提升班级人际交
往融洽度，让学生从“虚拟世界”向现实交往中转移；通过创
建班级微信公众号，实现班级文化网络化建设，让思政教育向
纵深发展。三是要充分利用线下宣传教育载体，营造浓厚教育
氛围。可通过党团活动室、学习发展指导中心、艺术教育中心
和公寓文化墙等线下阵地，丰富思政教育内容。四是要做优做
大思政文化活动，与网络思政教育同频共振。可以通过深入开
展团支部风采展示、视频配音创作、心理剧表演和社会实践等
特色教育活动，以矩阵的聚合效应实现育人品牌的“同频共振”。

2.3 打造网络思政文化品牌，构筑立德铸魂育人新高地
通过公众号、抖音等网络载体创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原创产品，契合青年话语。一是通过创建微视频品牌栏目，充
分利用微视频新型传播形式，结合专业特色，制作文化传播视频，
根据当下网络思政流行趋势，贴近大学生学习与生活。二是通
过创建微漫画栏目，将思政教育融入漫画故事中，用漫画讲故
事，用漫画知时政，用漫画交朋友。三是通过网络“优课”课
群，创新“5 分钟学习”模式，充分发挥朋辈引领作用，由学
生担任主讲人，开设“新生入学教育课群”、“四六级考前辅
导”、“高数直通车”等在线课程，植入入学适应教育、安全
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主题鲜明的在线课程，打造网络特色教
育课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一改往日“老师讲、
学生听”的思政教育模式，实现学生由“坐着听”到“站着讲”
的角色转变，让网络优课成为学生的网络学习乐园。

项目：山东省青少年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21AJY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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