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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网络空间大学生公民道德素养调查 
林楠  李志成  指导教师：魏少华 

(上海体育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新闻系) 

摘要：大学生是网民中最活跃的群体，也是我国公民的具有重要社会关注度的群体。新冠疫情期间， 网络舆情加速爆发与扩散，

部分大学生在网络中发布的不当言论也引发了多方关注。网络空间中大学生公民道德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

度访谈法，对在校大学生群体展开了“大学生网络公民道德现状的调查”，通过问卷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发现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

存在的主要公民道德问题，并对 32 名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结合网络人格的塑造动机，探寻大学生网络与现实道德行为的践行差异，

适时提出相关的建议。本调查旨在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自律意识，维护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于国家更好维护

网络空间的道德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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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tudentsarethemostactivegroupofInternetusers,andalsoanimportantpartofourcitizens.DuringtheCOVID-19,Internetpublicopinionaccelerated

theoutbreakandspread.Somecollegestudents'improperremarksontheInternethavealsoarousedmanyconcerns,andthemoralproblemsofcollegestudentsinc

yberspacehavebecomeincreasinglyprominent.Thispapermainlyusesthequestionnairesurveyandinterviewmethodtocarryoutthe"surveyonthecurrentsitua

tionofCollegeStudents'networkcitizenmorality".Throughthecollectionandanalysisofthequestionnairedata,itfindsoutthemoralproblemsofcollegestuden

tsincyberspace.Combinedwiththein-depthinterviewcontent,itexploresthereasonsfortheirbreedingincyberspace,andputsforwardrelevantsuggestionsatt

herighttime.Thepurposeofthissurveyistofurtherimprovecollegestudents'self-disciplineawarenessofnetworkmorality,maintaintheconstructionofsocialis

tspiritualcivilizationinthenewera,andhelpthecountrybettermaintainthemoralorderof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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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部分 

文献综述 

1.1 国内研究现状 

世界范围内“公民道德”教育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公

民” 教育。“公民”最早产生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

了关于如何界定“公民”概念的问题。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

在西方哲学思想中主体性原则的影响下，创造性、主体性道德

建设与道德教育在道德实践中得到较多认同，它强调主体之间

的相互承认与彼此平等和尊重。当前在全面深化依法治国背景

下，我国形成了现代新型的政治文化和稳定健康的政治生态，

公民道德成为包含责、权、利，同时具有哲学、政治、伦理、

法学意义的国家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公民道德”问题

在我国受到了多学科关注，主要包括社会学、哲学、政治学、

法学、 教育学学科。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公共道德与社会管理；从哲学的视角

关注公民道德建设；从思政教育的角度关注公民道德教育；从

政治学视角关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功能，对道德建设

相关文件进行分析与解读；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存在问题是理论

分析较多，实证研究较少；从传播学与传播伦理的角度关注网

络空间，尤其社交媒体中公民道德建设的研究尚不够充分。 

1.2 国外研究现状 

根据谷歌学术、Science Direct 等外文文献等平台的检索

“civic morality”，通过条件筛选， 共检索发现 1836 篇文献，

国外对于公民道德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公民道德

的核心内容与指标构成。认为公民对政治制度的信心及其客观

质量是公民道德的最强相关性预测指标 (Natalia Letki,2006) 。

关于学校中的公民道德教育。主要从公民教育的角度，研究学

校公民教育的形式与促进要素。有研究对比了美国和其他国家

的学校的公民教育，发现美国教师在公民教育更为强调文化相

对性而不是全球化（Pamela LePage，2019）。 

2 第 2 部分 

调查思路 

2.1 问卷设计 

本调查根据《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具体内容，

将公民道德素养分为社会功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

德方面，再综合新时代网络使用环境，总结了部分突出的公民

道德素养问题共 20 个，在问卷中设计并进行调查。 

同时，收集了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与大学生群体密

切相关的重大有关公民道德素养问题的典型舆情趋势共 3 个。

其中正面案例 1 个，反面案例 2 个，在问卷中设置相关问题进

行调查研究。 

同时，收集了 2020 年以来与大学生相关的重大网络舆情

事件共 20 个。其中正面案例 10 个，负面案例 10 个，通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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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访谈了解大学生的道德失范行为以及网络公民的基本情感态

度和道德倾向。旨在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疫情背景下大学生群体

的公民道德素养现状以及显著问题，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表一 疫情期间热门网络舆情事件概况与关键词 

序号 事件名称 舆情关键词 影响 

1 新冠疫情刚被列为“国际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际、权威、大国 正面 

2 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 奉献、志愿、感恩 正面 

3 200 多位华人华侨迅速成立

“英国华人爱心救援队”，

支援抗疫 

团结、爱国、奉献 正面 

4 钟南山“中国疫苗凡尔赛发

言” 

自豪、医疗科技领

先 

正面 

5 中国新冠疫苗接种突破 14

亿剂次 

自豪、大国担当、

国家自信 

正面 

6 广东疫情期间， “别人家

的好邻居”频出 

默默无闻、爱心、

人际关系 

正面 

7 中小学、高校防疫实行停课 政策、学生 正面 

8 疫情期间志愿者的“别样婚

礼” 

爱心、责任、祝福 正面 

9 深圳疫情期间，房东主动减

租 

关怀、爱心、感恩 正面 

10 我国多地疫情实现“动态清

零” 

自豪、大国担当、

国家自信 

正面 

11 外媒发布恶意抹黑抗疫的

新闻报道 

国际、恶意、挑衅 反面 

12 报告泄露事件频发,对患者

造成二次伤害 

隐私、恐慌、隐患 反面 

13 疫情肆虐墨西哥，影响生育

率 

恐慌、危机、隐患 反面 

14 美国疫情反弹延长“口罩

令” 

恐慌、危机、隐患 反面 

15 疫情后形成的出口危机 国家、经济、危机 反面 

16 国外疫情趋势蔓延 恐慌、政策、批评 反面 

17 大学生/留学生发表涉疫不

当言论 

国家、辱华、留学

生 

反面 

18 浙江疫情期间的“排外”不

当言论 

地域歧视、舆论风

波 

反面 

19 印度政府要求删除推特上

的疫情负面报道 

网络传播、国际 反面 

20 新冠疫情期间明星“逼捐”

现象 

网络、舆论、道德

绑架 

反面 

2.2 问卷调查法+分组调查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与被调查者进行交流，从而收

集相关信息进行研究分析。本次实验根据提供资料程度不同，

分为两个组别（调查组、非调查组）针对疫情期间相关公民道

德素养问题进行隔离调查。调查组进行调查前会提供疫情期间

公民道德素养相关事件的客观视频、图文资料，进行观看，再

进行问卷调查。而非调查组则直接进行问卷填写，没有相关资

料提供。 

本次共计发表了 76 份问卷（调查组 44 份，非调查组 32 份），

发放途径主要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主要通过“问卷星”平

台，线下则由人工发放问卷。最终剔除无效样本之后，回收有

效问卷共 71 份（调查组 40 份，非调查组 31 份），两组问卷中，

年龄 18-22 岁大学生占比绝大多数，平均约 86.4%，本科生占

比平均约 92.75%。其中网龄集中在 5-10 年居多，平均约 71.7%，

每天用网时间长达 4 小时以上调查者占比平均约 83.15%。由此

可知，此次调查对象主体为大学生中学历为本科、使用网络时

间较长、每日频率较多的人群。 

本次问卷第一部分为被调查大学生使用网络基本情况，如

网龄及上网用途；第二部分为被调查大学生获取热点舆情及网

络道德教育的方式及态度调查，如经常使用的社交媒体及较喜

欢的网络道德教育方式；第三部分为被调查大学生对当前网络

公德及素养的观点看法，如是否认为加强网络道德素养教育；

第四部分结合了疫情期间四大舆情现象，对被调查大学生的相

关公民道德素养进行调查。 

3 第 3 部分 

调查发现 

3.1 热点舆情关注情况以及接受网络教育方式及态度 

互联网的急速发展，带动媒介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大学

生在此时代对于热点舆论的接触途径增多，方式便捷化，容易

被进行舆论引导。但同时针对大学生的网络素质教育的课程也

不断开展。 

1. 大学生对于疫情期间热点事件关注度较高，且主要通过

新媒体平台 

疫情期间，全国高度紧张，大学生疫情期间舆论热点的关

注度，是大学生公民道德中“社会道德”层面的体现，关注国

内外疫情舆论即关注国家大事。 

（图 1 填写调查问卷大学生疫情期间对国内外疫情事件关

心程度信息数据） 

 
由数据可见，疫情期间大学生群体有意识的进行了相关热

点的关注，绝大多数人关注密切，极少数缺乏关注，可以体现

出大学生网络空间公民道德素养水平基线较高，可以带动网络

空间发言、思考情况，利于网络空间建设，且对网络空间素质

教育的潜在需求大。 

（图 2 填写调查问卷大学生疫情期间获取热门事件途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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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数据） 

 
由此可见，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习惯已经大幅度向新媒体

平台倾斜，经常使用微博、微信两大“信息巨头”进行热点事

件信息的获取，有两个平台的一般特性可知，大学生在获取热

点事件的讯息时，对其时效性、便捷性、多形式性要求较高，

值得传统传播媒介学习改善。同时也反映了快时代信息时代下，

大学生接触信息习惯的变化，追求新鲜的同时，可能失去对严

谨性、准确性的追求，需要更加注重对网民的道德素养培养。 

2. 大学生群体接触网络教育途径多，对新媒体网络教育的

方式更加喜爱 

新媒体时代中，网络教育形式丰富、内容众多，大学生接

受度也较高且较为均匀。从一个侧面也体现出网络教育的传播

方式值得认可，大学生受到网络教育机会也较多，且更偏爱于

视频图像类教育方式，内容形式较为活泼，接受度较高。 

（图 3 填写调查问卷大学生疫情期间接触网络教育途径分

布信息数据） 

 
3.2 疫情期间网络道德素养体现情况 

网络空间为信息提供展示平台的同时，也会带来意识、价

值观等信息的干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潜在隐患，对于

大学生群体公民道德发展产生影响作用。在此情况下，新时代

网络空间中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则由

其重要，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怀、遵纪守法、奉献精神、理解宽

容等方面。 

1.疫情期间，大学生群体普遍社会公德素质、个人品德良好 

（图 4 填写调查问卷大学生对留学生在网络空间发表不当

言论看法分布信息数据） 

 
（图 5 填写调查问卷调查组大学生在疫情期间发表对现实

不满的言论频率分布信息数据） 

 
由此可见，在疫情期间，大学生群体普遍网络反应较为冷

静客观，拥有独立思考能力，不易受不良势力以及情绪的干扰，

爱国、有民族自豪感体现突出，大学生群体社会公德素质较高。

同时也学会多维度理性思考，懂得尊重他人、宽容理解，体现

了较高的个人品德。 

2.大学生对热点疫情舆论拥有独立见解，影像资料可对其产

补充影响力 

我们在调查”疫情期间在”以下与疫情相关的哪些事情让

您感到感动？“问题时，我们向调查组提供了有关“武汉抗疫”、

“中国疫苗”的两部资料宣传片，资料片中主要展示了抗疫医

护人员的英勇奉献志愿者的辛勤劳动、中国疫苗产生的过程。

数据显示调查组超八成以上的人对“志愿者无私奉献、医护人

员敬业精神”感到感动、三成以上对“疫苗出现/全民免费注射

疫苗”感到感动。 

（图 6 调查组“以下与疫情有关的现象哪些让您感动？”

问题数据） 

 

（图 7 调查组“您遇到的较多的不符合公民道德要求的网

络行为”问题数据） 

 
由此可见，大学生群体对当前网络空间文明状况不是很满

意，且有不满意情绪的人数约是有满意情绪人数的两倍。同时，

3.大学生群体对疫情期间网络文明满意度一般，认为可以通

过多途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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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虚假信息、侵犯隐私、语言暴力的行为在网络空间中较为

常见，受到过半人的抵制。网络文明生态改良呼吁声高。 

4 结论 

疫情突发关头，我们更能从当代青年人的网络言行中目睹

公民道德的建设成果，明确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必要性。为大

学生群体更好认识到后疫情时代应当培育的网络行为规范，我

们应当从各个层面出发，结合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等方面

的努力，共同营造更加积极美好的网络文明空间。本文结合实

际调查数据以及学者意见，得到如下结论： 

4.1 社会传播层面 

本次调查中，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社会传播方面主要呈

现以下两个特征与问题： 

1.大学生网络意见参与积极性高，但极端情绪言论存在失德

隐患 

2.大学生对国家新政网络支持率高，但现实道德践行水平仍

需提高 

应加强“有实效，有针对性”的传播措施，在疫情期间向

大学生群体传递正能量。利用大学生群体最为关注的新媒体媒

体，运用多媒体技术，图文并茂传递讯息、引导舆论，从社会

关注的问题入手，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同时，针对大学生

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道德实践活动，是引导群体参与道德建设、

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的成功经验。要广泛开展讲文明讲卫生

讲科学树新风活动，对广大公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环境、健康

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通过治理城乡环境，革除社会陋习，搞

好卫生防疫，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构筑群防群治的

坚强防线，使环境更加整洁优美、生活更加健康文明。 

4.2 个人品德层面 

个人品德是指个体在行动时自觉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

或经过社会道德教育所形成 

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行为习惯。[7]《新纲要》中提到，个

人品德应以“爱国奉献、明礼遵 

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鼓励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好 

的品行显示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反过来也是构建

和谐家庭不可缺少的个人品质，是 

促进学校立德树人教育的正面案例，是支撑社会良性运行

的道德圆柱。 

网络空间中，大学生的个人品德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网络世

界特性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 

与分析，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个人品德现状与问题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1.网络中爱国主义意识较强，但情绪化摇摆现象仍时有发生 

2.网络空间道德自律意识较好，但网络版权意识急需提高 

疫情期间，大学生群体在网络空间较为活跃且素质较高，

有独立思考见解，但仍有很多不良现象值得重视。网络空间内

的不文明现象仍旧层出不穷，个人应当提升道德修养自觉性，

知行合一，尽力改良网络环境。大学生是新时代获取信息最便

捷的群体，这是时代的馈赠和考验。只有自觉培育好良好的道

德观念并且付诸于行动，才会有益自身发展，为社会进步做出

贡献。要明确坚守公民道德的必要性，提高道德修养自觉性，

培养“慎独”精神，不断优化自己。同时，大学生群体要抵制

不良谩骂、暴力方式、消极怠惰等处理问题方式。例如，拒绝

在网络空间充当“键盘侠”网络暴力他人、拒绝在网络上传递

虚假信息、不参与信息诈骗等违法行为，做到知行合一，将自

身道德规范融于实践过程中，在网络空间争当正能量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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