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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对大学生伦理行为影响的

研究 

李莉莉 
（西安思源学院  陕西西安  710038） 

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对大学生伦理行为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生作

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伦理观念和行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伦理行为的影响，对于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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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猛，信

息获取的便捷性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世界。然而，伦理观

念的淡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伴随而来。传统文化作为中华

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观念。在现代社会，如何

将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伦

理观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伦理行为挑战 

（一）社交媒体和隐私问题 

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抖音等，已经成为了大学生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为学生提供了与同学、朋友

和家人保持联系的便捷途径，同时也成为了展示自我、分享生

活的平台。然而，社交媒体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问题。社交媒

体的虚拟性质使得言论和行为更容易脱离实际，从而鼓励了不

负责任的言辞和网络暴力。大学生们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恶

意言论，进行网络欺凌，甚至传播虚假信息，因为他们觉得可

以在匿名性的掩护下逃脱法律责任。这引发了伦理问题，如言

论自由与尊重他人权益之间的平衡问题。社交媒体的侵入性广

告和用户数据收集也引发了隐私问题。大学生在使用社交媒体

时，通常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这些信息被用于定向广告和用户

画像的构建。然而，这种信息收集是否违反了用户的隐私权，

以及如何保护个人数据免受滥用，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伦理问题。

在面对这些伦理问题时，大学生们需要认真思考自己的行为和

决策。 

（二）网络欺凌和道德责任 

大学生们往往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或施害者之一。在虚拟

世界中，人们有时会因为匿名性和虚拟性而变得更加冷酷和不

负责任。这种环境可能导致一些人忽视伦理规范，而对他人造

成伤害。对于大学生来说，网络欺凌可能发生在各种场合，包

括社交媒体、在线游戏和学术领域。虽然虚拟空间提供了一种

相对安全的途径来表达观点，但一些人却滥用了这个机会，通

过辱骂、威胁和侮辱来伤害他人。这种行为不仅对受害者的心

理健康造成损害，还可能对他们的学术和职业前景产生负面影

响。大学生们也可能是网络欺凌的施害者。在追求网络名声和

虚拟权力的过程中，一些人可能忽视了伦理和道德责任，恶意

攻击他人。这不仅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声誉，还破坏了网络社区

的和谐和秩序。 

（三）知识产权和学术诚信问题 

互联网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无限可能，然而，知识产权的

侵权问题也随之而来。大学生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常常需要查

阅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如果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随意转载

或者剽窃他人作品，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这不仅是对原作

者的不尊重，也是对学术界的伦理不负责任。在互联网时代，

学术成果的评价日益重要，但是一些人为了获取荣誉和利益，

采取了不正当手段，例如抄袭他人作品等。这种学术不端行为

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也破坏了学术界的公平竞争环境。大

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学术观念，勤奋学习，踏实做研究，杜绝

作弊和舞弊行为。 

（四）数字沉迷和自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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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大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

赖数字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脑。这些设备为他们

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信息和娱乐资源，然而，过度使用这些设备

可能导致数字沉迷的问题。大学生们可能花费大量时间在各种

游戏上，忽视了学业和其他重要的职责。游戏成瘾不仅会导致

时间浪费，还可能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自律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大学生们面临诸

多诱惑和分心的因素。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学业压力，需要完

成作业、准备考试以及参加各种活动。这些要求很容易使他们

分心，难以保持高度的自律。社交活动在大学生活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然而，与朋友聚会、社团活动等社交压力也会妨碍

他们的自律。这种压力可能导致他们忽略学业和自我管理。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伦理行为 

（一）佛教与道教对伦理的影响 

佛教倡导的伦理行为包括慈悲、善良、普度众生，以及不

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等五戒。这些伦理观念深刻地

影响了中国社会，推崇着人们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以及对自

身行为的反思与修身养性。佛教的慈悲观念促进了对家庭成员

的关心和尊重，强化了亲情的重要性。同时，佛教的五戒教导

人们要远离暴力和不道德行为，这在家庭中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鼓励人们和睦相处，避免争吵和暴力冲突。 

道家思想倡导顺应自然，不与之抗争，不追求过多的物质

财富，而是注重心灵的宁静和内在的修养。这种伦理观念在中

国文化中体现为谦虚、宽容、不争不斗的态度，强调追求内在

的平和与自我提升。中国古代士人儒士常常受道家思想启发，

强调修身养性，注重内在的品德和道德修养。这一伦理观念在

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尊崇，强调不争不斗，与人为善，追求内

在的宁静。这种态度也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道德规

范以及社会交往中。 

佛教和道教的伦理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辅相成，共同塑

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伦理行为。佛教强调慈悲与菩萨心肠，

鼓励人们对他人充满爱心，道教注重自然与道的和谐，强调内

在的修养与平和。这两者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

特的伦理观念。 

（二）传统文化中的社群和集体观念 

集体观念使个体愿意为社会大局考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观念在中国的村落、社区和城市中得到

了广泛体现。社区活动、志愿者工作和邻里互助等现象都反映

出中国人愿意为了集体利益而努力付出。中国的古代哲学家强

调“和谐共存”，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社会的平衡。这

一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延续，中国人普遍注重团队协作，

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忍让和奉献。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

职场中体现，也在各种社交活动中有所体现，如团队运动、社

交聚会等。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对大学生伦理行为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道德指导 

儒家思想强调仁爱，对他人的尊重和关爱，这与互联网时

代的社交网络息息相关。大学生在互联网上与同学、朋友和陌

生人互动，儒家思想的仁爱观念教导他们要在虚拟世界中保持

善良和友善。在互联网上，大学生需要遵守一定的社交礼仪，

尊重他人的隐私和个人空间。此外，他们还需要自律，控制自

己的时间，避免沉迷于虚拟世界。儒家的礼仪观念对大学生在

互联网时代的伦理行为提供了重要指导。 

儒家思想中的忠诚和诚实观念也对大学生的互联网伦理行

为产生深刻影响。忠诚教导大学生要忠于自己的价值观和对他

人的承诺，这在互联网时代尤为重要。大学生在互联网上需要

保持诚实，不撒谎，不欺骗他人，维护网络社交的诚信和信任。

儒家思想的孝道观念也对大学生的伦理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

大学生在互联网时代需要尊重长辈，关心家庭，不因虚拟世界

而疏远亲情。这也与互联网时代普遍存在的家庭关系紧张和长

辈被忽视的问题相关。儒家思想中的中庸观念教导大学生要追

求中道，避免极端行为。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面临着信息过

载、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的挑战。儒家的中庸观念提醒他们要

保持理性，不被极端思想左右，追求平衡和和谐。 

（二）传统价值观与网络行为的冲突 

传统文化强调心灵平和和内心的宁静，但网络上的压力和

冲突可能导致大学生失去了这一平衡。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还

面临着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问题。他们可能沉浸于

虚拟社交、网络游戏和虚拟现实，忽略了与家人和朋友的亲情

和友情。传统文化强调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但网络世界

的吸引力有时会使人们疏远现实世界的联系。 

虽然传统文化与网络行为之间存在冲突，但也有办法使二

者和谐共存。首先，教育体系可以在教育大学生时强调传统价

值观的重要性，引导他们在互联网+时代中保持诚实、谦逊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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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原则。同时，学校和家庭可以鼓励大学生使用互联网作为

学习和交流的工具，而不是沉迷其中。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公

司也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监管虚假信息、网络欺诈和负

面言论，以维护网络伦理行为的规范。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

和法规，促使互联网企业更加负责地管理他们的平台。最重要

的是，大学生自己也需要增强伦理意识，明确什么是正确的网

络行为，什么是与传统价值观相悖的行为。他们应当努力在虚

拟世界和现实生活之间寻找平衡，保持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同

时也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和乐趣。 

（三）传统文化对网络互动的引导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了道德和伦理的重要性。这一价值观在

互联网+时代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大学生在参与各种互联网

活动时，往往会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引导，使他们更容易接

受并秉持良好的伦理行为。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通过社交媒

体和网络互动来维系家庭关系，与远在他乡的亲人保持联系。

传统文化鼓励大学生尊重父母和长辈，通过互联网与他们保持

联系，表现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关怀。这有助于维护良好的家

庭伦理，让大学生在互联网上展现出尊重和关爱的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礼仪和尊重他人。这一价值观在网络互

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学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更容易表现

出礼貌和尊重，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还是在线聊天中。

他们了解到言行举止的重要性，不轻易冒犯他人，这有助于减

少网络欺凌和争吵，维护网络社交的和谐与理性。中国传统文

化强调谦逊和自律。这些特质在互联网+时代对大学生的伦理行

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谦逊使他们更容易倾听他人意见，学习

和成长。自律有助于他们控制自己在互联网上的行为，不沉迷

于虚拟世界，保持生活的平衡。这些品质有助于大学生在互联

网上建立积极的行为准则，避免沉溺于不良习惯。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伦理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也

需要注意到，互联网+时代带来了新的伦理挑战。虽然传统文化

强调谦逊和自律，但网络上依然存在着自我展示和自恋的倾向。

大学生可能会受到社交媒体上的虚荣心和自我吹捧的影响，忽

视传统文化中的谦逊和自律。因此，教育和引导仍然至关重要，

以帮助他们在互联网+时代维护良好的伦理行为。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对大学生伦理行为影响的

未来展望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弘扬家庭价值观，如孝

顺、尊敬长辈等。互联网+时代虽然带来了更多的便捷，但也引

发了家庭观念的淡化。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大学生在互联网+

时代更加重视家庭，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泛滥，谣言四起，伦理道德的缺失问题也

时有发生。未来，大学生可以通过传统文化的启发，更加自觉

地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净化网络环境，建立更

加诚信的社会。互联网+时代虽然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娱乐选

择，但也伴随着浅薄的审美趣味。未来，我们希望大学生能够

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培养更加深刻的审美情趣，欣赏传统文

化的精华，不仅仅局限于网络游戏和短视频的消遣。互联网+

时代的高压生活使大学生更容易忽视身体健康。未来，我们期

望大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养生智慧，注重身体的

健康，以保持身心平衡。 

总结：本研究系统分析了“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伦

理行为的挑战，并探讨了传统文化对大学生伦理观念的塑造作

用。研究发现，传统文化在“互联网+”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引

领作用，可以为大学生提供道德底线，引导其正确行为。同时，

也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对大学生伦理行为影响

的未来展望，以期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大学生伦理观念的健康

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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