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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社会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刘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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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社会化意识养成与社会化行为习得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育人目标之一，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人”的内涵体现。

伴随着网络环境成长起来的新时代大学生，在接受传统社会化途径教育的同时，网络环境作为嵌入他们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大学生

社会化过程影响深远。大学生在现实社会化过程中与家庭、学校及同辈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网络环境的平等性、便捷性、虚拟性、

隐匿性明显弱化了这一层关系。因此充分重视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社会化进程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社会化水平提

升的路径分析，对大学生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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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社会化概念

人的社会化是指，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从一个原始的“自

然人”向“社会人”完成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根据自

己所接收的社会信息及行为需要开展相应的社会实践，不断完善

自己的社会化思维，并逐步具备社会化的思考自觉和行为自觉。

人一旦完成社会化过程，也就具备了良好的社会素养，从而能够

以更理性多元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现象，思考社会问题。因此，对

个体来说，社会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有赖于受教育者主体个

人自觉与社会环境的双重推进，因此，社会化进程存在快慢之分，

人的社会化结果存在高低差别。在传统观念中，家庭和学校是大

学生社会化的两大主要场所。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大学生作

为主要的网民群体，网络环境已经成为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当前，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社会化进程的持续作用结果不断凸显。

二、网络时代下大学生社会化现状分析

（一）网络环境催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传统模式下，大学生面临的社会化问题相对现实，都是客观环

境中真实的人与物交织下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在教育管理过程中能更加快速地捕捉问题，更精准地实行

解决措施。当前依托网络平台催生了一系列新事物，同样也带来了

一些新问题，如校园贷以及“裸条”事件，网络诈骗、网络暴力、

网络交友、沉迷网游等，这对大学生网络风险防范及网络法律法规

教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网络时代下，在虚拟空间内各种信息传

播速度快且扩散方向更加多元化，问题追溯性差，存在方式也更加

隐蔽，这为大学生完成社会化过程带来了一定阻力。

（二）对大学生价值观念带来一定的冲击    

网络作为一个大的磁能场，它的公开、快捷、不设门槛等优

势能够吸引到来自不同群体的观点。网络平台上良莠不齐的信息

观念对大学生来说，仿佛打开了一扇新世纪的大门，他们在网络

上能看到纷繁复杂的信息，也能接触到不同的价值理念，其中不

可避免地出现糟粕与精华并存、个体意见与群体意见产生碰撞的

现象，所以大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念经常处在解构与重塑之中。而

大学生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有限，对网络

环境折射出来的价值观不能理性地完成接收与批判，这会对大学

生正确价值观的培育带来一定的干扰。

（三）大学生对社会化场域的认知存在差异

在大学生实际的交往活动中，很多人混淆了网络社会与现实

社会，将网络环境中的一套话语体系、行为准则、参照坐标照搬

到现实社会中，而这套行为准则与实际生活往往是不相适应的，

这就造成了网络与现实的脱节，一些大学生的社会化也往往是完

成了所谓的“网络社会化”。一部分大学生在网络上畅所欲言，

积极发表看法，具备“网络”责任感，是一名合格的“网络公民”，

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对政治实践与学校活动参与感极低，对发生

在身边的事情漠不关心，充当着“透明人”的角色，这种认知上

的差异实际上形成了大学生网络社会化和现实社会化结果上的反

差。

三、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社会化影响分析

（一）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促进了大学生观点整合与集群行动

网络平台作为意见领袖与普通民众的主要聚集地，自然而然

地会为社会发展过程的热点事件与重点问题提供看法与意见。网

络舆论中群体极化现象比较突出，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中原有

的某种倾向性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

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世界中

无处不在，这种集群能够使大学生在面对社会现象时，经过讨论

思考，选择自己相对认可的言论或观点，快速形成统一意见，采

取一致行动。但同时也要看到，大学生并不总是冷静客观的，他

们在面对一些社会热点，尤其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时，

会借用网络的便捷性与隐蔽性快速达成观点聚拢，采取过激的方

式进行意见表达。可以说，网络环境下的群体极化，一方面有利

于大学生凝聚共识，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它使大学

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被削减，意见领袖的引领力不断凸显。因此，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对大学生观点整合与集群行动来说，发挥着双

刃剑的作用。

（二）网络加速了传统价值观的解构与新生价值观的重塑

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置顶、分享、评论、转发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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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表达自己对某一事件所持态度的常见做法。可以说，网络媒介

为价值观传递提供了基础条件。不同网络媒介进行选题筛选与信

息传递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不同，持有的价值立场和受众群体不同，

因此网络媒介传递信息的价值观也会有所不同。同时，网络用户

的个人素养参差不齐，发表意见的利益考量维度不尽相同，所以

网络舆论往往呈现出各说各话的现象，甚至出现针锋相对的情况。

青年大学生作为网络参与和讨论的主力军，虽然综合素质相对较

高，大部分学生能够理性客观地看待社会现象。但同时也要看到，

大学生有冲动的一面，一些网络热点内容就是由大学生发起和传

播的，尤其是在遇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时，往往会采取

较为激进的言语和方式进行意见表达。大学生一方面接受着传统

社会化场所灌输的正向积极的价值理念，但是网络环境下，各种

新生价值观不断涌现，并且它们都有相应圈层的支持者和追捧者，

因此大学生在传统社会化支持系统中形成的价值观，会在网络世

界中面临解构的风险。与此同时，大学生在新生价值观的重塑过

程中缺乏有效精确的引导，这种价值观真空阶段的出现给不同社

会思潮的渗透提供了空间，也给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带来了

思想阻力。

（三）网络环境下大学生话语权 “去中心化”明显

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下话语权“去中心化”的一大表现，即大

学生思想上传统的权威意识被打破。这其中包括高校教师对大学

生的权威性地位下降，父母朋辈对其思想行为的修正性受限，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削弱等。事实上，这是伴随网络环境

发展到一定阶段潜移默化形成的现实情况。由于网络平台的不断

扩展，网络媒介逐步占据了社会话语权的中心，自然而然地导致

大学生传统社会化方式的作用途径变窄。大学生话语权“去中心化”

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大学生社会化的最终结果不一，形成“无中心”

或“多中心”的现象。网络环境为大学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

思想提供了平台，但由此形成的网络环境并不总是健康清朗的。

大学生的“网言网语”自由散漫，一方面由于网络法律法规的约

束力不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给了

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滋生的空间，大学生在思想认识与行为活动

中缺乏参照对象，仅仅局限在所谓的“网络价值观”中。网络作

为一个虚拟单向空间，无法模拟出社会立体环境中的各项要素，

也就无法为大学生社会化提供有效范式，因此网络环境下话语权

“去中心化”使大学生社会化过程缺乏统一的约束力和衡量标准。     

四、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社会化提升路径探析

网络环境给大学生顺利完成社会化规定了更多的内容，包括

了解网络世界的运行体系，具备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适应网络

平台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实现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有效衔接。

（一）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

大学生社会化过程理应具备的媒介素养包括：全面认识网络

社会的运行机制，理性看待网络平台的优缺点，正确定位自身角色，

不断提高甄别信息的能力，培养分析研判社会热点的能力。网络

环境纷繁复杂，价值观念多元化，其中更是掺杂着一些别有用心

的引导和所谓的“意见领袖”，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

注重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引导大学生用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

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积极吸收网络上正面的向上的内容，对于

网络上出现的一些不良价值理念，如物质崇拜、个人主义至上、“丧”

文化等观念要做到自觉抵制。要增强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中的自我

约束能力和自我提升意识，正确看待自我、他人与社会三者之间

的关系，合理认识自我价值并进行自我角色定位，同时也要加强

大学生法律法规教育，使他们成为具备良好修养的高素质网民。

不论是在网络社会中还是现实社会中，只有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念，

才能抵御不良思想文化的侵蚀，成为新时代的好青年。

（二）注重网络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大学生社会化思维

网络平台中大学生的形象扁平化，价值观念感性化，发展方

向碎片化。因此要提升大学生社会化水平，必须引导他们走入鲜

活的社会实践中，使自己的个人形象立体化，价值观念理性化，

发展方向持续化。当前“网络社会化”抹杀了大学生“现实社会

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它以某一种社会热点事件或舆论交锋吸

引大学生的关注，网络平台以关注量与点击量的多少作为价值评

判的重要因素，这很难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辨能力。因此大

学生社会化过程要充分注重其实践活动的参与度，引导学生在实

践活动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大学生独立的社

会化思维，只有使大学生的社会化过程尽可能地回归到客观世界，

才能使其成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立体人”。 

（三）利用好网络阵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  

有位伟人曾经说过，思想文化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别人

就会占领。网络思想越是纷繁复杂，主流思想的引领就越发重要。

网络环境的健康与否不仅对大学生个人社会化进程影响重大，同

时也对国家发展与社会建设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作用。当前我

国发展到新阶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代青年人的

不懈努力。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想达到目标，思想动员必须深

入人心，因此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网络环境的正向价值引领

至关重要，广大青年学生的聚集地——网络阵地的宣传与建设也

举足轻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着眼于网络阵地的话语权

争取，不断扩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利用多种形式

开展大学生思想观念教育，营造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网络空间，

引导青年大学生在国家大事与民族问题上坚定立场，在自我成长

上明辨是非，使他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拥护者，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的认同者与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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