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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我们面临着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

学生对于网络的需求也越来越盛，随着手机，4g 网络的普及，几乎人人

都持有一部智能手机，人人都能上网，人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言论，但是

对于身心正在发展的中学学生，越来越多的中学生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

网络交往造成了中学生对现实交往的冷漠，而它缺乏监管的环境，淡化

了中学生道德意识。对此，我们需要加强中职生的网络道德教育，提高

中职学生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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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网络进行信息化教育，提高德育工作者的教育技能 
要想在网络时代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发挥网络的育人功能，

德育工作者必须转变老的德育教育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掌握现代信息技术，提升自身素质，以适应新时期德育改革的需
要，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德育本身的科技含量正在不断增加，
德育工作要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充实德育内容、更新德育手段就必
须要认真学习信息网络技术，成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现代化德育
工作者。目前，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已开始全面渗透到这个德育系
统的每一个环节中，学校德育工作在这个德育系统中对学生进行
德育教育、开展德育渗透，都需要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对于这些
技术的掌握情况，将成为新时期德育工作者综合能力素质的一个
重要指标，所以，在进行德育教育之前，应使网络成为德育工作
者的工具，与时俱进而不是固步自封。 

2.利用网络进行信息化教育，提高学生免疫力及选择能力 
我们要对学生利用网络和课堂进行网络道德的教育。教师不

但要教书，还要育人。在传授网络技术的同时，也要培养学生良
好的网络道德。将网络技术与网络道德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将
网络道德规范化为自觉的网络道德意识、道德意志和道德责任。
使人人都能自觉遵守正确的计算机及网络世界中道德规范和法
律规范。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学校网络教育管理中心因势利导，帮
助学生树立健康的上网意识。培养健康的上网人格，具体的上网
指导可从如何掌握网络操作技术、怎样安全上网，如何增强网络
免疫力三个方面着手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网络发布，传送，帮助
学生增强安全上网意识提高学生正确分辨、判断和选择信息的能
力。 

3.构建网络交互平台，在网络中搭建师生心灵沟通的桥梁 
通过学校网站，或者社交软件如 qq、微信等，与学生进行

交流。跨空间的交流方式，避免了面对面的尴尬，有利于克服心
理障碍，容易沟通。学生有些心里话或一些敏感的话题，心里存
在困惑又不便当众讨论，就可以通过社交工具传递给老师，老师
来提供解答。这样既解决了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又不会让学生“丢面子”，同时也增进了

师生间的感情。 
4.充分利用网络优势，让学生在玩中学 
老师可以通过社交平台布置相关主题，比如对学校、班级工

作进行讨论，或者就某些社会现象等进行互相讨论学习，发表自
己的看法，指出存在的不足，提出好的建议。网上讨论的特有优
势在于讨论时可以隐去真实的姓名，从而避免了“随大流”，有
利于学生敞开思想讲真话。教师能够及时发现学生的思想动态，
解决真实的思想问题。通过网络促进了学生与社会、学生与老师、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往，使口头说教转化为精神沟通，增强德育
的情境性、情感性。 

5.与家长密切配合，形成家校互通的良好氛围 
实施德育，家庭教育不可忽视。学生在学校大约每天八个小

时，其余时间、周末，寒暑假期都是在家庭社会度过的。如果仅
仅学校一方努力，德育工作往往不能进行彻底，也容易形成学生
两面派的现象，即在学校是个好孩子，在家里专横跋扈，娇生惯
养，因此家长在加强孩子网络文明教育方面，承担着重要且难以
替代的责任和作用。通过与家长进行良好沟通，家长平时在家中
上网时须以身作则，坚决不做有违文明和道德规范的网上活动，
这是对孩子 好的网络文明教育。中学生上网，关键在于引导，
提高他们的鉴别力，家长对于孩子上网不能不闻不问，而应该本
着关心、理解、沟通的原则，对孩子实施科学的引导，让孩子主
动、自觉地获取信息，学习知识。只有加强学校与家长的联系，
整合家长优质资源，形成教育合力，才能够更深程度的提高家庭
教育的水平，发挥家长对孩子有效的监护和指导作用。 

网络信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中职学生心理和世界观尚未
成熟，识别能力弱，容易受到误导。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的优
势，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加
强学校德育，提高德育的实效，是一项艰巨和复杂的系统工程，
作为教育工作者，任重道远。在社会的大环境下，网络德育更需
全社会的支持参与。我们惊喜的看到国家对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的非法网吧的治理和整顿，还有相关法律的逐渐健全，这更坚定
了我们开展网络德育的信心。我们的学校网络德育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还有更艰巨的挑战等着我们，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
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不断提高德育工作水平。 

 
参考文献： 
[1]崔建,王爱英. 网络环境下提高初中生德育实效性的措

施[J]. 中国校外教育,2018,(26):29-30. 
[2]董大全. 网络,德育工作新阵地[J]. 人民论坛,2017, 

(16):130-131. 
[3]王颂琪. 将信息技术与班会课强强联合,促进学生德育

成长[J]. 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15,14(01):2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