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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生数达到8738 人，

其中40% 的学生直接受到网络世界的影响，网络行为呈现出多

样化的新样态。然而近年来网络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因网络使

用不当而危害学生健康的事件层出不穷。青年学生是网络世界的

主体使用者，面对复杂多变的虚拟世界，学生的网络行为直接

影响到其生活方式、网络乃至现实生活的安危。由此发布了此

次调查问卷，对我校部分在校生的网络行为进行调查和分析，

以此更好地引导学生的健康网络行为，维护网络世界的安全。

1  整体概况

2020年，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共计8738人,其中一

年级3411 人，二年级2754 人，三年级2573 人。为确保问卷结

果的合理有效，此次调查采用匿名形式，共发放问卷调查1000

份，收回的问卷中共计926份有效。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以下6个

方面：年龄、性别、每日上网时长、主要使用的APP、是否曾浏览

不良网页以及是否多次在网络发表不当言论。

2  网络行为对学生的影响

2.1 积极影响

（1）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信息的共享，在此

基础上，学生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搜集到需要的资料，以此丰富和

完善知识体系。根据调查问卷显示，网络对我校学生相关的积极

影响主要有：有95.36% 的学生使用网络寻找需要的资料和网络

课程用来学习知识，有38.34% 的学生通过探索有趣的领域，学

到了新技能，有32.85% 的在完成课后作业时会主动利用网络资

源学习新知识。

（2）网络带来的积极影响数不胜数，有的同学利用网络自主

创业，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财富。据问卷调查显示，有40% 的学

生曾利用网络寻找兼职，开拓了新领域，有53.20% 的学生通过

网络了解到最新发展趋势，并为新出现岗位积蓄才力。

（3）有的学生通过网络了解到更精彩的世界，开阔眼界。据

调查问卷显示，有35% 的学生喜欢在网络观看科普类文章、纪录

片等，也有61% 的学生通过网络了解到国内国际的趣闻轶事，增

强了体验感。

（4）或是有学生结交有趣的朋友，丰富了课余生活。根据调

查问卷显示，有70.30% 的学生通过网络结识到了志同道合的朋

友，为生活舒缓了压力。有46% 的学生通过关注感兴趣的博主等，

找到了方向。

2.2 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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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学生分辨力低，易被坑骗。在

调查问卷中显示，有45.50% 的学生曾经在寻找有效信息时遇到

骗人者，其中有14.40% 的学生由于分辨能力差而上当受骗。再

者仅有20.60% 的同学有维权意识，在受骗后积极举报处理，依

法维护自身权益。

（2）受别有用心的网页引导，学生难以抵挡诱惑。据问卷调

查显示，高达有26.26% 的学生在搜索信息时受到过不良网站的

诱惑，如经常浏览黄色网站、网上赌博等。其中有10% 的学生会

选择进入了网站，且有15.3% 的学生受到不良网站的严重影响，

难以自我控制。

（3）过度的网络沉迷现象，如长时间沉迷于游戏、短视频等。

据调查问卷显示，有80.23% 的学生每天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的

时间在6小时以上，其中有62.30% 的学生花费3个小时及以上的

时间在休闲娱乐上。在学生使用次数最多且时间最长的前三名APP

分别属短视频类和游戏类，且有XX%的学生认为自己无法从中及

时退出，回归现实生活中。

（4）受到“网络键盘侠”的影响。在互联网时代，言论自由

权更被充分地发挥出来。然而在这一平台上，随着不相同的意见

出现，有不同程度的言语攻击也伴随着出现。据调查问卷显示，有

75% 的学生每日社交时间在4小时及以上，其中有57.30%的学生

曾经5 次以上与他人有争执且发表过或受到不正当言论的攻击。

更有30.5% 的学生表示他人的言论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5）“网贷”的威胁。随着互联网开放，学生们了解到了更多

新鲜事物，其中不乏一些奢侈品和消耗品。但由于学生的经济来

源有限，一些学生由于虚荣和攀比心理选择超前消费甚至贷款。

在此次调查中，有5.60% 的学生的在花呗中的欠款超过3000元，

甚至有3.6% 的学生铤而走险选择“校园贷”。

（6）过度依赖网络，缺乏现实中的正向社交。有的学生长期

投身于虚拟社交，而不愿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形成严重逃避

心理。有29.3% 的学生表明自己在遭遇困难时会在网络上寻求安

慰；有11.60% 的学生表明自己有“社交恐惧症”，再与他人聊天

会接触时，会不自觉地发抖、结巴等；有7.20% 的学生表明与他

人关系不融洽，但不打算和解。

（7）网络世界对学生情绪影响较大。网络的普及极大地便捷

了人们的生活，“速食主义”也逐渐兴起，部分学生呈现出浮躁不

安的表现，以对未来焦虑但不行动、“三分钟热度”为主要表现形

式的焦虑情绪。有XX% 的学生表明自己对未来感到一片惘然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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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手；有XX% 的学生表明当游戏失败时，会感到长时间的气愤，

难以自愈；有XX% 的学生表明在网络中与他人发生口角时，会影

响到现实生活中的积极态度；有XX% 的学生表明受到短视频氛围

的影响，会难以从负面情绪中恢复。

3  学生受影响的主要原因

3.1 学生对世界充满好奇，分辨能力较差。

学生们在接触到网络后，发现了更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精彩世

界，而学生们社会经历较少，辨别事物真伪的能力较差。且由

于形形色色的事物让人难以分辨，不少同学被华丽的外表所迷

惑。在此次调查问卷中显示，有53% 的学生在实施不良网络行

为时影响最大的原因为“好奇心的驱使”，其次有34% 的学生

是“认为不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较为严重的不良影响”，也有

13% 的学生受到他人诱导，难以自控。

3.2 网络上骗术较多，包装能力强。

在网络上，有许许多多的传销组织、诈骗集团、赌博网

站、社会贷款等等伪装成为正规兼职工作，尤其对学生这一群

体进行诈骗，诱惑他们一步步进入圈套。有75% 的学生表示自

己曾经看到过相关信息，其中有36% 的学生表示自己遇到过此

类骗局，更有29% 的学生表示自己差点掉进圈套，然而仅仅有

13% 的学生选择了一眼识破了骗局并进行了举报。

3.3 学生内心不富足，网络世界易带来短暂的满足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感受到了来自生活

和学习的压力，有的学生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积极应对生活中

的各种困难。而有的学生却因感受到了挫败感而一蹶不振，从

而转向虚拟的网络世界寻求关怀或发泄。有45% 的学生表示自

己遭遇挫折时会在网络上吐槽，有33% 的学生表示不想直面生

活中的苦难，只想停留在温暖的虚拟世界。其中高达65% 的学生

选择打游戏来发泄负面情绪，而有35% 的学生选择舒缓的音乐或

搞笑视频来缓解内心的苦闷。

3.4 对学生缺乏积极引导。

学生缺乏正确的缓解压力的途径，也没有寻求他人帮助的渠

道，只此借助网络舒缓情绪。学校缺乏相关的教育课程甚至宣传

单的发放，学生由于知识面较窄，生活经验较为短缺，转而选择

娱乐性的网络方式。有80.70% 的学生表示沉浸于虚拟网络的原

因是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有69% 的学生表示网络世界

可以带来满足感，而有30% 的学生表示网络是自己发泄的平台，

自己常常会发表过激言论。

3.5 时间安排不得当，消磨空闲时间。

在当今学习大氛围下，不少学生缺乏积极主动性，不能自觉

且合理的安排空闲时间。有高达72% 的学生表示在空闲时间会选

择休闲娱乐，其中有53% 的学生表示“没有计划，会消磨时间”。

其次，同学们缺乏积极主动参加课外活动的兴趣，尤其在参加体

育锻炼方面的兴趣较低。不少同学表示“宁愿躺在宿舍休息”，只

有极个别同学愿意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4  积极应对的措施

4.1 积极开展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紧跟潮流，创新网络教育方式，转移学生注意力，吸引学生

将重心放于学习和生活。坚持线下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积极引导

学生的健康网络行为。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定期开设心理健

康的相关讲座活动，让学生们认识到在遇到相关问题时应该采取

积极主动的解决方式。

4.2 定期设定调查问卷或心理健康测试，及时了解学生心理

健康。

设定相关负责人，定期且及时的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网络

行为，对正向积极的同学鼓励和表扬，对出现的同学及时地制止

和引导。注意保护学生个人隐私，耐心与学生交流讲解，以免引

起逆反心理。必要时可与学生家长联系，协调配合。

4.3 丰富课余生活，减轻内心空虚感。

增设班级内部、学校内部的团建活动，在增强凝聚力的同时

改善学生的不良情绪，减轻内心的空虚感，适当缓解压力。增加

课程相关的实践活动，推动学生们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在舒缓内心压力的同时增强学生的专业素养。

4.4 引导形成积极健康的班级乃至宿舍氛围。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积极向上的氛围势必会

对学生形成积极正面的影响，而阴沉抑郁的环境也会感染人的情

绪。定期举办班级与班级之间、宿舍与宿舍之间的友谊竞赛，营

造一种积极健康的氛围，治愈一些孤独学生的内心。此外，要增

强同学、舍友间的凝聚力，引导学生间互相帮助，及时他人改正

不良网络行为，以免造成严重后果。同时要教育学生自身应该自

觉避免不正当的网络行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4.5 改革创新，实施素质教育。

将思想教育与网络行为和网络行为教育相结合，对学生行为

进行引导。创新教育方式，将课堂教育、课余活动与潮流相结合，

吸引学生兴趣。将教育重点放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上，提高学生

整体素质。因材施教，及时认识到不同学生的闪光点，实施素质

教育，推动素质的提升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4.6 设立心理健康咨询室。

开设正规心理咨询室，并安排专业人员值班，对出现心里不

健康苗头甚至不良网络行为进行及时制止和耐心疏导。通过心理

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及时引导学生积极健康地使用网络。同时，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推动内心困惑的学生积极寻求帮助。此外，也

要注意保护前来咨询学生的隐私及敏感情绪，耐心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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