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8 Vol. 4 No. 11 2022方法展示

网络环境下的高职院校学生德育工作研究
安秀梅

（辽宁职业学院 ，辽宁 铁岭 112000）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应成为学生生活和学习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网络环境既五彩斑斓，又纷繁复杂。网络环境

的这种特点对高职学生极具诱惑力，也存在造成不良后果的可能，比如部分高职生因沉迷网络，出现荒废学业的状况。对此，在本文的

论述中，笔者主要从网络环境下德育授课入手，探究使用网络有效开展德育工作的策略，旨在真正让学生从网络中受益，提升高职德育

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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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有些思想可以促进

高职生的成长，有些则会对学生的认知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会影

响学生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等等。为了真正让学生网络环境下

获得全面成长，高职院校需结合网络的特点，借助网络环境下开展

德育教学的优势，设置德育授课新手段，让学生在网络中获得正确

价值观的形成和思维方式的构建，提升网络德育教学的有效性。

一、网络环境的特点

（一）信息的丰富性

网络中具有丰富的信息。高职生在网络上一方面可以搜集各

种信息，比如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等，另一方面可运用网

络学习专业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即为个人的生活和学习

提供便捷。与此同时，网络上也呈现出一些不良的信息，比如个

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等，其对学生价值观的构建产生不良影响。

（二）信息的虚拟性

网络环境是一个非真实的世界。在网上，高职生可以与各种

职业的人交流，了解各行各业的信息，摆脱现实世界的约束，随

心所欲的表达。与此同时，学生在网络上也极有可能结交“损友”，

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不良的影响。

（三）环境的开放性

在网络上，高职学生可以打破现实世界中时空局限，在遵守

相应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与世界各地的人进行交流，并发布、接受

各种信息，构建各种新型的网络关系，让学生在诉说心事的同时，

解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此同时，由于在网络中，部分

学生并不能准确核实网友的相关信息，加之并不具备较强思辨能

力，存在被骗的潜在危险。

总之，网络的特定既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便捷，也带了一定

的阻碍。为此，职业院校教师需认识网络的特点，并探究网络环

境下开展德育教学工作的新出路，真正让学生通过德育知识的学

习，更好地融入网络中，获得全面地发展。

二、网络环境下德育工作开展优势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平等和参与意识

网络具有开放的特点。学生可以在互联网上可以摆脱

现实世界的束缚，尤其是权利、阶层的束缚，在平等、自

愿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的交流，获得平等意识的加强。与

此同时，学生在网络上可以积极地参与到各种论坛观点的

探讨中，在发表个人看法的同时，维护个人的权益，促进

参与意识的增强。

（二）为德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丰富的资源

在开展德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摆脱传统的德育教学思维，

从网络入手结合具体的德育授课目标以及内容搜集德育授课案例，

并引入接近学生生活的案例，激发他们的德育学习热情，实现德

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为此，高校德育教师可充分运用网络的特性，

搜集德育教学所需的资料。

（三）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维创造力

德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设置不同

德育授课内容和形式，拓展学生的思维方式，让他们从不同的角

度思考问题，使学生在德育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想象能力、观察能

力的提升，最终达到激发学生思维创造力的目的。

三、网络环境下开展德育工作的策略

（一）提升德育工作者的网络素养

在现阶段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常常发现如下的现象：部分学

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并未真正动脑思考，而是在网上搜集

相应的资料，这也导致学生对网络存在严重的依赖感，不利于他

们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为此，高职院校德育教师应从提升个人

网络素养的角度入手，通过网络的方式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指导，

让他们在教师的指导下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使学生更为科学地运

用网络。在具体提升德育工作者网络素养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可

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1. 开展网络知识培训

高职院校可结合本校德育工作的信息技术水平，定期开展网

络培训，让德育工作者掌握各种网络软件，更为熟练运用网络。

为了提升网络培训效果，高职院校可邀请网络方面的专家，让他

们参与到网络课程的设计以及实际教学中，让本校德育工作者掌

握具有实用性的网络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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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网络探讨小组

职业院校为了提升本校德育工作者的网络运用水平，解决学

生在网络运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可以构建网络探讨小组，搭建

交流的平台，让他们结合个人在网络环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

性讨论，高效地开展网络环境下的德育工作。与此同时，职业院

校可让德育工作者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状况，比如在网络运用过

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灵活设置相应的德育课件，解决实际问题。

比如，针对部分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的状况，网络探讨小组可在研

究本校学生实际情况的前提下，结合网络特点设置相应的课件，

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意识到沉迷网络的危害，并自觉提升个人

的行为约束能力。

（二）构建网络德育授课平台

通过构建网络德育授课平台，教师可运用网络的开放性特征，

设置互动化的网络授课场景，让学生在与教师、其他学生的互动

过程中掌握更多的德育知识，让他们更为科学运用网络，促进学

生的全面成长，发挥网络德育授课平台的积极作用。

1. 搭建校园性质的德育授课平台

高职院校可搭建校园性质的德育授课平台，设立多种师生交

流平台，比如师生交流天地、师生网络热线交流空间等等，以本

校的实际为切入口，构建相应的德育授课平台，让学生在此平台

深入的交流，提出个人在网络中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并得到教师

的专业解答，使学生的网络运用更为科学，提升德育教学质量。

2. 构建教师性质的德育授课平台

为了促进德育教学的深入，教师可构建个人性质的德育授课

网页，并通过此网页与学生进行互动。为了实现师生之间的深入

沟通，教师可在此网页设置个人生活模块，展示个人的生活，更

好地与学生生活和认知建立连接，拓展师生之间的交流内容和范

围，拓展德育教学面，为学生提供更为全面地德育知识学习平台。

与此同时，教师可在德育授课网页上设置留言板，让学生以匿名

的方式发表个人在成长、学习以及生活中的困惑，并结合他们的

具体问题提出针对性策略，即利用网络进行隐性化德育教学，获

得良好的德育授课效果。

（三）构建严格的网络监控机制

为了避免部分学生长期沉迷网络，高职院校需构建严格的网

络监控机制，并充分调动学生和教师的力量，开展不同形式的监督，

让学生在制度的约束下获得自我控制能力的提升，真正更为正向

地运用网络，提升整体德育质量。

1. 构建切实可行的网控制度

高职院校可构建切实可行的网控制度，尝试从如下几点入手：

第一，加强网络规范的学习。高职院校可定期进行网络规范的学习，

即让学生掌握在网络交流中法律法规，坚决杜绝学生在网络上随

意散布谣言的行为。第二，加强上网时间的管控。高校可开展统

一限网限电的方式，在熄灯后，进行断网，让学生养成定时上网，

定时休息的良好习惯，提升学生的行为约束力。第三，设置网络

防火墙。高职院校可设计网络防火墙，一旦发现部分学生浏览的

网站存在病毒威胁时，需进行信息的提醒，真正让学生更为规范

地运用网络。

2. 制定线下网络监督机制

除了进行线上网络监管外，高职院校需加强线下网络监管，

构建相应的网络监管小组，通过监督相应的数据，了解学生的网

络使用状况，比如网络使用时间、浏览网页等等，并对部分学生

出现的网络使用问题进行针对性指导。比如，网络监督小组发现

部分学生存在上课时间运用网络的行为，可对这部分学生进行教

育，并设置相应的措施，比如减少该学生所在宿舍的网络使用时

间等等，更好地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约束。

（三）增强学生的判断能力

在网络环境下，由于部分学生并不具备较强的网络判断能力，

极易发生被骗，或是成为不良信息推手的状况。为此，高职院校

需增强学生的判断能力。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高职院校可设立

问题咨询室，让学生提出在网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结合他们

的问题，站在学生的的角度思考解决各项问题的方法，更好地引

导学生从不同个角度思考问题，提升他们的判断能力。与此同时，

高职院校可设置德育网站，通过各种方式比如案例、法律的方式，

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网络意识和思维，提升他们的判断能力。

总而言之，在开展网络环境下的德育授课过程中，高职院校

一方面需要认识网络的特点，另一方面应结合具体的学生实际，

灵活开展多种形式的德育授课活动，让学生具备现代化的网络思

维，提升他们的思维思辨性。与此同时，高职院校需加强对德育

师资队伍、监督制度建设，为更好地开展德育教学提供多种保证，

提升整体的德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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