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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研究

张振华

苏州大学，中国·江苏　苏州　215006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构筑起大学生学习探索、日常生活及社交互动的广阔舞台。与此同时，

网络空间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对大学生网络文明素质的培养提出更为严苛的标准。本文立足于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文

明素质的实际情况，深入剖析当前培育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培育政策，旨在为增强大学生的网络文明素

质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路径

引言

互联网的普及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对大学生

群体产生深远影响。作为网络空间的主要参与者，大学生

的网络文明素养不仅关系到其个人发展，也影响着整个社

会的网络环境。然而，当前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仍存在诸

多不文明行为，如网络暴力、信息泄露、谣言传播等。因

此，研究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培育具有重要 的现

实意义。

1　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现状

信息技术的迅猛进步，使得互联网一跃成为当代社会不

可或缺的一环，全方位地重塑人们的生活习惯、思考模式

及人际交往形态[1]。在当代大学生的群体中，普遍对网络操

作驾轻就熟，但在甄别网络信息的真伪上，却显现出明显

的短板。

大学生在网络法律认知上存在短板，对于网络言行可能

招致的法律责任缺乏明确把握。网络世界绝非逍遥法外的

乐土，部分大学生对网络法律法规的认知颇为肤浅，未能

深刻意识到自己在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担当。如，有学生未

经允许就擅自转载他人作品，侵犯版权；亦有学生在网络

上口无遮拦，甚至涉足网络诈骗等非法活动，这些行为既

伤害他人，也让自身陷入法律困境。另外，不少大学生对

网络安全议题重视不足，未能采取恰当手段捍卫个人隐私

及信息安全，最终沦为网络犯罪的牺牲品。

大学生的网络自我管控方面表现欠佳，常常难以抵御有

害信息的引诱和侵蚀。网络世界信息纷繁复杂，部分大学

生面对不良信息时，缺乏必要的自制力，容易深陷网络的

泥潭无法自拔。如，一些大学生将大量时间花费在无意义

的网络娱乐上，忽视学习和个人发展；部分大学生在网络

上盲目追求物质享受，甚至陷入网络诈骗或网络借贷的陷

阱，导致 个人生活陷入困境。

2　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2.1　政府培育工作缺位

政府在网络文明素养培育中的主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主要体现在政策体制与执行机制的协同性不足。尽管党的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

良好网络生态”的总体要求，但在当前相关政策的制定仍

存在碎片化特征[2]。各地区、部门在网络文明准则的制定中

缺乏统一标准，教育部门推行的网络素养课程仅被零散安

排在班会课中，未能形成贯穿全学段的系统性培育框架。

在监管能力的构筑进程中，技术工具与制度创新均存在滞

后现象，共同束缚治理成效的发挥。针对算法滥用、深度

伪造等新技术所诱发的网络暴力及虚假信息泛滥问题，传

统的监管手段已难以应对自如。尽管《中共中央关于深化

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决议》着重指出要强化网

络空间的法治基础，但当前法律体系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

的步伐之间，仍需进一步增进协调性[3]。

2.2　社会培育责任感低

社会各界在培养大学生网络文明素质方面，尚未构建起

齐头并进、共同促进的良好氛围。主流媒体在价值引领上

存在传播手段滞后的问题，其单向传播的模式让青年群体

的接受意愿日渐减退；而商业媒体则过度追逐热点流量，

使得关于网络文明的公共议题讨论空间遭到挤压。企业在

践行社会责任时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倾向，常将网络文明

建设片面地视为公益宣传活动，关于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

之间的平衡机制亟待健全。非政府组织因资源整合能力及

专业支撑框架的限制，所推动的素养提升项目常显得零散

且阶段性明显，未能形成贯穿大学生网络行为整个过程的

系统性干预路径。

2.3　高校培育动力不足

高校作为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的主阵地，其作用尚

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一困境体现在课程设置、师资体系等

多个维度[4]。网络素养教育在课程体系中的缺席尤为突出。

众多高校在构建课程体系时，尚未将网络素养教育全面融

入其中，特别是对于非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而言，这一现

象更为严重，导致他们在大学期间难以获得具有针对性和

系统性的网络素养培训。此外，现有的网络教育仍侧重于

操作技能的传授，而对于网络道德、安全意识等素质方面

的教育则有所忽视，其中，“思政课”在提升网络素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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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出来。尚未构建起一支专业化的教

师队伍。当前，高等院校中专门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

者，特别是思政课讲师、辅导员以及党务人员，众多成员

在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思政教育方面的意识尚显薄弱。

2.4　自我培育能动性差

大学生在网络素养方面的自我提升动力不足，其网络素

养水平滞后于网络素养意识的成长速度，这无疑是青少年

个体特性与网络特性高度契合的必然产物。探究其原因。

自我管控能力有所欠缺。如果说高中之前的网络世界对青

年人而言如同万花筒般绚烂多彩，那么步入大学后，网络

则化身为一种更为复杂多元的生活模式。脱离高中时代的

桎梏，他们误以为大学生活会轻松许多。部分大学生为躲

避现实的重压，沉溺于虚幻的网络天地。然而，网络的虚

幻特质及其缺乏束缚的特点，极大地削弱社会道德规范、

法律法规的制约效力，同时也淡化公众的监督作用。网络

与现实生活之间悄然构建起一种“二元并存”的道德法则

与法制框架，致使部分大学生在网络空间内不自觉地放宽

对自我的要求，进而导致其道德观念与法律意识的淡薄，

以及社会责任感的缺失[5]。

3　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培育路径

3.1　完善政府部门在网络素养培育中的建设性作用

需拓宽宣传渠道，加大对大学生群体的网络道德宣传力

度，激发他们的主体责任意识与自我管理能力，构建网络

道德素质培育的长效机制，全方位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网络

道德认识与行为规范，树立网络道德观念，将道德内化为

自我约束的力量，实现真正的道德自律。政府还需加大对

网络文明素质培养的宏观规划，出台更具系统性和指向性

的政策法规。与此同时，政府需增强对网络环境的监督与

管理效能，对网络上的不良行为施以重拳，从而缔造一个

纯净的网络天地。

3.2　优化社会环境在网络素养培育中的促进作用

政府还应加大对网络文明教育的投资力度，为相关研

究与实践活动提供坚实后盾。在推动网络素养培育方面，

优化社会环境的作用不容忽视，这需要社会各界的携手努

力。媒体机构应强化网络文明的宣传力度，弘扬正面能

量，引领大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网络观念。企业则需勇于

担当，强化网络平台的内容审核与用户监管，遏制不文明

信息的扩散。而非政府组织则需主动出击，组织丰富多彩

的网络文明教育活动，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网络素质。

3.3　发挥高校在网络素养培育中主阵地的作用

高校作为孕育英才的关键场域，承载着塑造新时代青

年的重大使命。然而，当前部分高校内在驱动力欠缺，育

人成效尚待提升。故而，需凸显高校的核心地位，深度挖

掘“思政课程”的主导功能，加强师资团队构建，打造清

朗向上的校园网络环境。针对新时代大学生网络素养的培

育研究，务必紧握“思政课程”这一关键途径。需清晰把

握以下几个要点：界定思政课在培育大学生网络素养方面

所肩负的教学职责。这包括对大学生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

理论体系的传授，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以

及加大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力度；增进大

学生的网络素养培育与思政课程的融合，要充分发挥思政

课程的育人功能。

3.4　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中的自我教育

随着网络的蓬勃进步，大学生的个性展现被推至前所未

有的高度，而他们针对网络的深度探索，更是将网络的“

利弊并存”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一背景下，大学生

亟须确立起健康的网络观念。网络观念植根于现实价值

观，是个人价值观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左右着大学

生在网络空间中的日常行为规范[6]。大学时期，正值大学

生价值观塑造的黄金阶段，需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提升自

身的网络素质，树立起积极的网络观念，以便成为担当重

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娱乐构成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适度的娱乐活动对身心健康大有裨益，然而，一旦娱

乐过度，便可能引发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在广泛娱乐浪

潮的冲击下，大学生群体渐渐被享乐思潮、消费狂热与功

利心态所裹挟，个人信念和理想逐渐模糊，理性判断的能

力变得迟钝，自律行为也日益松懈，这导致他们价值观的

坍塌，最终成为网络娱乐空间中的“隐形存在”。

4　结论

研究表明，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培育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努

力。通过加强网络文明教育、提升信息辨别能力、强化道

德与法律意识、优化网络环境以及家校社协同育人，可以

有效提升大学生的网络文明素养。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讨论

网络文明素养的长效机制构建，以及如何将网络文明素养

培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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