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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调查的对象

1.1 本次调查的目的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互联网 + 环境

下的失范行为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学生出现各种失范行为的

比例，以及学生分析自己失范行为的原因。

1.2 本次调查的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江苏省淮安工业中等专业学校会计专

业的一年级、二年级学生，他们大部分学生来自周边各村镇

中学，也就是说很多学生是农村农民子女。

1.3 本次调查方式

1.3.1 问卷调查法和抽样调查法，学校学生比较多，并且

为了将来研究的需要便于我们的跟踪教育，我们对高一的学

生进行调查分析。

1.3.2 访谈法，对个别失范行为较严重的学生进行访谈。

1.4 本次调查的预期成果

1.4.1 了解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互联网 +环境下失范行为的

现状。

1.4.2摸清影响学生互联网＋环境下发生失范行为的因素。

1.5 本次调查的时间

2019 年 6 月 26 日。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学生在互联网 + 环境下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与

其失范行为呈现出很大的反差。通过对会计专业的 100 份样

本数据统计，结果说明大部分学生对很多事件的观点是正确

的，而行为却出现很大的偏差。通过访谈调查，学生自己也

明确知道每天会花多长时间用来上网，并且知道自己要控制

自己的上网时间，却还是沉迷其中无法管住自己，自己也是

很烦恼。

2.2互联网+环境下学生失范行为表现尤其突出的是随意

在网络或平台发布图片视频或文章这和我们国家的网络法规

规范及社会公德及学校和家长的教育的普及重视程度有很大

的关系；同时国家的教育体制使家长认为只有学习好才是真

的好，导致只关心学生的学习不重视学生的互联网 + 环境下

的生活、行为习惯的养成。

2.3学生看到自己的失范行为总是比周围同学的少，根据

样本统计，认为自己有网络欺骗行为的学生有 53℅ ，而 78 ℅

的学生认为周围同学网络欺骗过他人；42℅ 的学生认为自己

在网络聊天，网络游戏中遇到过言语攻击，不文明信息，骚

扰等行为的坏习惯，而 81 ℅ 学生认为周围同学在网络聊天，

网络游戏中遇到过言语攻击，不文明信息，骚扰等行为，学

生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总是比自己的多。

2.4 互联网 + 环境下学生的失范行为呈现出时代的特殊

性，通过样本统计，中职学生的一些价值观还呈现出时代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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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现代开放的社会，高速发展的科技，电脑、手机的普及，

以及一些潮流思想无不影响着现代的孩子。

3　原因分析

3.1中职学校学生公民道德教育不够深入。道德教育只强

调抽象的道德原则，而不太重视人格的培育，忽视了道德习

惯的培养。很多学生明确知道自己的失范行为是错误的，却

还是很难改正，即使改正也总是呈现出反复性。

3.2 互联网 + 环境复杂多变诱惑太多，网络的发达致使学

生不只接触到社会积极的方面也同时接触到阴暗的方面，而

恰恰中职学生的知识欠缺，分析、辨别能力较差，自我掌控

能力比较弱，与社会一些不良青年接触，容易被一些不良的

言论和思想所左右，形成一些扭曲的价值观。

3.3 互联网 + 环境下的中职学生不受道德约束，由于网络

传播具有匿名性，就为一些人传播不负责任的信息，甚至进

行人身攻击提供了便利条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要遵循

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规范，因而现实的规则对个体具有普遍的

约束力。而在“网络社会”中，一个人在网上往往不需要承

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滥用自己的权利。

3.4 中职学生自身因素，学生的心理需求是复杂多样的，

其心理特征是动态多变的，而且很容易受一些社会不良文化

因素的误导。由于心理不成熟、社会经验不足，往往道德辨

别力较差、道德意志力不强，自制力较差，对网络文化的识

别能力和抗诱惑能力较弱，在五光十色的网络文化面前很难

固守良知、把握方向。因此，互联网的隐匿性造成的道德约

束力和青年学生道德意志力的弱化，是目前中职学生网络道

德失范现象的重要原因。

4　对策

4.1 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从数据统计分析得出，我们职校

的很多学生价值观是正确的，道德意识是明确的，但是学生

的心理矛盾，自我教育能力、自我约束能力较差，屡屡出现

失范行为。因此引导学生参与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

让学生以管理者的身份来对待网络问题。亲身的参与不仅能

强化大学生的网络自律意识和道德观念，而且还能提高网络

的自我教育功能。

4.2通过校园活动阵地和比赛以及建立相关社团组织，引

导学生离开手机回归课堂。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提高学生

的抗挫折能力，加强学生的的德育价值观，提高学生的自信，

提高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减少失范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王小燕.中职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调查研究[J].卫生职业教育,

2014.04.

[2]龚振黔.网络社会的行为失范及根源探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