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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网络和信息技术瞬息发展的时代，科技与数字媒

体的发展影响着全球人的生活，我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网

络信息技术无处不在，进入 21 世纪，高新科技每天都日新月

异，作为教育者需要培养学生具备21 世纪所需的技能。在培养

学生的21 世纪技能中，除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合作能力，还有媒体和信息素养、技术能力和网络学习能

力。我们注重学生的各项综合能力的培养，同时也是基于这些

网络、媒体和新信息技术等媒介的情况下培养学生的能力，是

一种学习使用这些媒体和技术的能力。其中提到媒体和信息素养

方面，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在使用和接收网络、媒

体和新信息技术和信息的时，学习者和接收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素养，这个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些网络和新技术时应该具备什么样

的德育素养。作为教育者应该如何教育学习者和使用者在使用网

络和新媒体技术的时候具备一定的德育素养和遵循道德规范。本

文提出网络德育的内涵，分析网络教育与网络德育的区别，根据

网络德育的特点，从而提出网络德育教学的必要性。

1　网络德育的内涵

网络德育作为新的德育培养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德育方式，

在新时代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将网络德育开展新阵地，在网

络环境下发挥德育的作用，对网络德育的内涵进行更进一步探索，

正确认识网络德育的内涵，明确什么是网络德育非常有必要。

1.1网络德育的内涵

早在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就把遵从德育法则、培养自由人

称为德育，在19世纪中叶，英国学者斯宾塞在《教育论》中，把

教育明确划分为“智育”、“德育”、“体育”，随之德育成为教育学

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和术语[1]。德育的概念在中国也随着时代的变

化有所改变，1991年教育学家陈桂生教授提出了“德育”可以采

用“学生的社会教育”概念。认为德育不同于道德教育，德育更

注重于“政治教育”，“德育”概念有别于古代的“德育”也不同

于近代的“德育”概念，任何时代的道德教育都反映一定的社会

需要，建议在一定时期内不妨确立“德育即学生的社会教育”观

念[ 2 ]。我国的“德育”的概念比西方的“德育”概念内涵更

广。笔者认为，网络德育应该是利用现代网络的技术，通过网络

作为媒介，对所有的虚拟网络空间中的所有内容进行的一种政治

思想品德教育。目的是培养网络学习者，网络参与爱好者形成一

种良好的德育素养。只有提高广大网络民众的网络德育素养，才

能使整个网络环境出现一个明朗风清，正向发展，符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良好网络生态环境。

1.2网络德育与网络教育的区别

2001年教育学家南国农网络教育进行了初步定义，他认为网

络教育是一种主要通过多媒体网络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非面授的

论网络德育的内涵、特点及其课程设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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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式。学者程智对网络教育的概念，认为是“网络教育指的

是在网络环境下，以现代教育思想和学习理念为指导，充分发挥

网络的各种教育功能和丰富的网络教育资源优势，向教育者和学

习者提供的一种网络教和学的服务，这种服务体现于用数字化技

术传递内容，开展以学习者为重心的非面授教育活动。”[3]詹青龙

（2007）认为，网络教育属于远程教育的一种形式，利用网络

技术整合远程教育的特性而形成的新型教育形态[4].由三个定义可

以看出网络教育是一种教育方式，是一种以现代教育思想指导

下，利用网络资源向学习者提供学习服务、传递知识的新的教

育活动形式。

根据社会发展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精神，网络德育在很多学

者认为，是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的德育教育。有学者认为，网络

德育就是学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利用网络，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地对学生网民进行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重点，思想得到

心理综合教育的网上双向互动虚拟实践活动。网络德育是网络和

德育的有机结合的产物[5]。通过查阅资料，目前，在理论层面

上我国大部分学者对网络德育的概念基本认同是通过网络进行的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教育实践活动，大部分

学者都在思考如何利用网络或者新技术进行德育教育。

通过以上理论得知，网络教育和网络德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者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区别。两者虽然都是以教育为目的，都

是通过多媒体等网络技术，面向学习者而开展的政治思想教育的

活动。网络教育侧重于对所有知识的教育，任何的知识都可以通

过网络资源进行传递。而网络德育则侧重于对学习者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侧重点，通过多媒体网络技术对学

习者进行德育方面的教育。两者的侧重点不一样。

综上所述，网络德育是一种新的德育教育方式，不一定是要

通过网络技术来进行德育教育，可以线上也可以线下进行，可以

是实际操作也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学习。网络德育的内容不一定只

限于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主要由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构成，但是

同时也可以加入一些网络安全知识、网络法制知识、网络技术知

识、网络交往手段等网络知识为辅的教育。

2　网络德育的特点

任何的事物都具有特点，网络德育也不例外，由于网络德

育是相对于互联网而言的，

以互联网和网络技术作为媒介，对很多的网络虚拟空间进行

的一种德育，结合网络德育自身的特点和特殊性，笔者认为网络

德育不仅仅是针对于大学生等年轻一代的教育，而且应该普及到

其他年龄层面的人群，网络德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也应该是

一种终身教育，所以网络德育具有以下特点：

2.1网络德育的教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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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德育首先应该具备教育性，德育是教育的一种类型，

而网络德育可以是使用众多

教育的方式进行的教育，网络德育是针对网络的使用者、

开发者进行的一种教育模式。德育是面向于人的教育，培养的

是人的素养，所以网络德育在培养使用者、开发者使用和开发

网络技术的时候遵循一定的教育原则。网络德育的教育性是具有

教与学并重的特点，更应该探索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教师的

教是为了不教”的观点，如何在网络的使用和学习中进行学习

和教育。

2.2网络德育的社会性

网络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的集合体，具有巨大的社交空间，

具有集体和社会发展的特性，网络德育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

在，网络德育具有社会性。网络德育是针对于互联网的一种德

育方式，网络德育的过程也是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在使用网

络、互联网技术的过程中，必须要顺应社会的发展，在面向社

会的网络德育教育中会存在问题，而教育就是在问题中解决问

题，提高网络学习者、网络使用者的一种德育素养，而使得网

络问题减少，社会个体中的冲突变小，人与人的社会性凸显，

人与人在网络空间中更加和谐，网络德育才能获得效果。

2.3网络德育的开放性

网络的范围是无边界的，是开放的，网络把全球都联系在

一起现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会使用到网络，网络德育具有开放性，

网络德育的媒介涉及到网络的各个方面，包括网络的技术、网络

的开发和使用、网络的途径等方面，内容也涉及到网络上的所有

资源，可以是网络的教育内容、传输的视频、图片、各种平台等

各种网络活动。网络德育的开放性特点，使网络德育的教育更具

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所以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是每个使用网络的

网民和开发网络资源的人员必须具备的德育素养。

2.4网络德育的复杂性

网络德育具有复杂性。从教育学的角度上分析，教学本身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网络德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就涉及

到大量的各种个体，比如：学生、教师、学校、单位、学

习的人群、学习的方式、学习的类型、教师的教授方法、教

师的水平、教师的发展、教学的实施效果等内容。网络德育与

网络是紧密相连的，网络德育的复杂性体现在学习人群的复杂

性，网络技术和网络虚拟空间的复杂性等方面。

2.5网络德育的适时性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具有时代性的，网络就是科技化、现

代化、全球化发展的产物，网

络的瞬息万变，网络技术的迭代更新，网络德育要与时俱

进，所以也具有适时性的特点。网络的发展不断变化，网络的

使用者和使用网络人群的数量也会增加。网络德育的内容应该根

据时代变化而做出相应变化。在研究网络德育的教育模式时必须

要与时俱进，根据网络传播的发展和变化而及时更新和调整教育

方式。

2.6网络德育的泛在性

网络德育是教育的一种，既然是教育就存在教与学，网络

德育除了具有教育性，还具有泛在性。学习的泛在性是指无缝

学习、无处不在的学习，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方获取所需知识的学习方式，而网络德育的泛在性体现在网

络德育到处都存在的特性，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使用互联网或

者互联网技术的地方，都需要网络德育。网络德育的教育方式

也是不限定地点的，可以是线下也可以是线上，可以在教室里

也可以在宿舍里，都可以开展，网络德育是人的教育，人到哪

里网络德育就可以在哪里开展。

3　网络德育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网络德育是对网络中的现代新技术 ，使用中和开发中必须

遵循的一些道德教育。进行网络德育课程的开设是非常有必要的。

（1）网络德育课程是规范大学生网络空间与虚拟生活伦理道

德的重要课程[6]。现代大学生使用网络非常频繁，几乎到了离

不开网络的地步。而在学校的教育和实际生活中也大部分需要运

用到网络。学校的教育大部分体现在通识通选课、选修课的网上

系统选课，第二课堂积分、到梦空间、易班开展的相关活动都是

需要在网络上进行的。而这些网络空间上的使用，就需要培养学

生网络德育素养，在网络德育上要倡导道德伦理教育，要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事政治、当代核心的政治理论传送给学生。

通过网上的空间这种虚拟现实生活的体现，在除了网络教学的各

种课程活动中，在其他网络活动中也应该要渗入德育教育的内容。

（2）通过各种形式的网络德育教育，培养学生具备21世纪的

能力。在我国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高校要做好“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的德育工作。在世界

层面就是要培养学生具备全球化的知识和技能，而这些技能中很

大一部分都需要依赖科技，而网络又是在各项技术发展中必不可

少的重要媒介。网络德育教育是一种必须提倡的教育内容，也是

21世纪技能培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全球化的世界，未来的发展充满着多元化，在瞬息万变的

社会，在多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未来，需要我们具备各个方面

的多元的能力。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学习如何应对网络虚拟的社区

和社会。我们要有包容的观点看待世界，用多元的观点、主动

的解决具有挑战的复杂的难题。

（3 ）网络德育教育，必须要法制课程的加入。法治化是

维持社会秩序必须遵循的原则，只有法治化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

环境。网络空间也是一样的道理，需要法治化的管理，而且目

前并没有针对网络空间的系统的法治化管理，作为网络德育的内

容，可以加入法制课程的设置，进行法制宣传，提高网络环境

的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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