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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超过 8.54 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61.2%，学生网民最多，高达到 26.0%。与

此同时，大学生也表现出了网络文明素养欠缺、网络心理与行

为偏差等不和谐的网络现象，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学生的认知方

式和行为习惯。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中多元化、全视角的

网络文明素养培养，有助于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作

用，加强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建设，形成高尚的网络行为、正

确的价值观念、优良的精神风貌和清朗的文化氛围。

1　搭建不良网络使用干预路径平台

网络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它以一种全新的

信息传播方式加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价值传播，网络互动

平台更好地满足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双向互动的需

要，网络的技术特性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最佳效果。尤

其对于网络成瘾的学生，网络是他们日常接触最为广泛的媒介，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定要利用好网络这一载体，引导网络

成瘾大学生把单纯的娱乐观赏与主题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把集群

化网络和个性化网络建设兼容起来，打造融思想性、知识性、艺

术性、服务性于一体的网络文化平台，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

面和影响力，对大学生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以及网

络认知与态度素养进行引导。让网络成瘾的大学生从认知上改变

原有娱乐为上的态度，可以通过网络施展自己的才能、展现自己

的个性、满足自身的需求，从而促进思想政治觉悟的提升、网络

认知与态度的改变、文化底蕴的增强以及阳光积极心态的塑造。

为大学生网络成瘾者打造融学习、生活、交往、求知、探新、

私密为一体的“微视角”网络平台，以微记录、微讨论、微留言、

微组群对话等形式，分享身边发生的大事、琐事、趣事和烦心事，

并予以关注。引发大学生对人生理想、交友、创业、成才、历史、

法律、战争、外交等深度思考。通过开展网络文化节、微视频创

作大赛、感恩短信征集等实践活动丰富微视角平台建设，提升微

视角平台的影响力和利用率。

2　构建网络文明素养课程体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引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的

必然要求，是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与发展的内在

需要，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新局面及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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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文化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以其虚拟的时空域界，海量的信息储备，隐匿的互动方式引发了大学校园文化交流方式
的变革，使网络信息辐射范围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大学生网络心理与行为偏差等问题也接踵而至，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网络文明素
养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立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以搭建网络不良行为干预平台，构建网络文明素养课
程体系，开展文明健康社团活动为矫正对策，为培养大学生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网络文明素养提供可行性的借鉴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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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要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

构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指

导，以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与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为引领，以课程育人、实践育

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为功能定位，以“多媒体”资源与

技术为平台，以培养综合素养高、思想道德高尚、实践创新能

力强、胜任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大学生人才为目标，构建多

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网络文明素养课程体系，创新大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新平台。

3　开展网络文明健康社团活动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实践与体验的理论依据。人类正确思想

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求真务实的社会实践。对于大学生网络沉溺

者，要想使其挣脱网络沼泽，则需要进行更多的社会实践，体

验社会生活、学习社会经验，通过社会实践明了网瘾的危害，反

省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而逐渐淡化网络给予的强大吸引与束缚，

从而挣脱网瘾的牵绊，形成良好的网络文明素养，重塑健康人格。

通过在社团活动的引领和约束下，长期坚持不断地弱化自己的线

上行为而逐渐淡化自身的不健康网络活动，杜绝不良的上网行为，

从而形成健康的网络行为模式和网络行为与规范素养。开展大学

生社会实践、实习考察、社区服务、公益劳动、勤工俭学、志愿

服务，网瘾大学生不仅能更真切感受现实生活，而且可以广泛地

接触社会、锻炼能力、磨练毅力、培养品格，进而促使他们在同

学们的带动下摆脱虚拟社会，增强直面现实生活的勇气。积极“邀

请”网瘾大学生投身活动之中，从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人际情

感的联结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再启动，使其逐渐养成远离不良网络

的心理模式与行为习惯。

通过重构路径、搭建平台、构建文明素养课程体系、开展文

明健康社团活动，有利于大学生提升对网络行为和文明素养的自

我认知、自我反思、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能力，对于大学生网

络文明素养的重构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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