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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及对策研究

赵国力

(黄山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黄山245021)

摘 要:网络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对大学生的成长和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肯定网

络积极作用的同时付网络的消极影响也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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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是一个信息丰富、形态多样的多文化载

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通过这一开放的工具来

认识世界，获取各种知识和多元化信息。如何正确

应用网络，对于生理和心理都在逐步走向成熟的大

学生来说非常重要。

一、网络时代大学生的新特点

    (一)学习方式网络化

    教育的网络时代导致教育实践的巨大变革。它

突破了传统意义的学校范围，班级授课制被网络教

学取代，教师的主导地位动摇，教育载体由书本向

网络转移，教育的网络化导致了学习的网络化。网

络学习是一种自主性、个性化的学习。从教育者来

讲，网络改变了教学环境，拓展了教学空间;从受教

育者来看，学习者在虚拟网络场景里，没有面对面

的学习压力，可以完全释放自我，充分发挥学习积

极性。

    (二)交友方式网络化

    网上交友是一种新型的、时髦的交友方式，它

不受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突破传统环境下的交友因

素，使交友成为一种完全自由的、开放式的、随意性

的活动。网上聊天成为网络时代大学生交友的主要

方式。

    (三)娱乐方式网络化

    传统的娱乐方式是被动的接受，如看电视、电

影，人不能参与。网络条件下，娱乐是人与计算机或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式娱乐，人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旁

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玩与不玩以及怎么玩都

取决于自己。在线电影、网络游戏成为广泛流行的

休闲娱乐方式。

    (四)个性形成网络化

    一个人个性的形成和发展，既受自身生理和心

理条件的制约，又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在人的个性

的形成过程中，生理心理因素都以社会因素为中介

发挥作用，人的个性是个人社会化的产物，是随着

个人社会化的进程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网络对大

学生个性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角色的认同

与扮演上。

二、网络对大学生群体产生的影响

    (一)网络化价值观对大学生道德形成的影响
    网络信息的文化类型、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

活准则、道德规范良蒸不齐，不少淫秽、暴力、迷信

等消极颓废的文化垃圾对世界观、人生观尚未成

熟、接受能力强、可塑性大的大学生来说，具有很强

的诱惑力。网络中不需要真实的姓名、身份，在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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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里，人与人的交往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这

样不利于大学生道德意识的形成和道德行为的培

养，降低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实践能力弱化使大学生不适应社会生活
    沉溺于网上游戏或聊天以后，大学生将会利用

一切可以利用甚至不可利用的时间上网。他们对现

实的各种活动都不感兴趣，上网成为能够代替一切

活动的新嗜好。长期上网的大学生在网上表现出兴

奋、注意力集中、反映敏捷等“积极”的情绪状态，在

现实的学习和生活中则出现魂不守舍、烦躁不安等

情绪。这样的行为弱化了大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能

力，使他们从社会实践中分割开来，长期下来，必然

导致他们动手能力弱化，社会实践不足的问题。

    (三)网络交往导致大学生人际交往单一

    网络交往互不谋面、无法验证的特点，给那些

羞于或惧怕人际直接交往的大学生提供了一种宽

松、自在的交流机会和方式。网络交往的虚幻感、可

控制性，满足了他们在交往中实现自我的愿望。但

网络交往毕竟与现实的人际交往不同，它缺乏现实

人际交往所固有的丰富的人情表达和密切的人伦

关系。虚拟的网络交友导致部分大学生在现实生活

中自我封闭，人际关系淡漠，交往能力下降。

    (四)“网瘾”给大学生身心发展带来危害

    染上“网瘾”的人主要表现出一种不自主地强

迫性网络使用行为和在网络使用过程中不能有效

地控制时间，随着网上活动带来的满足感的强化，

出现欲罢不能，难以自拔的现象。初期主要表现为

精神上的依赖，其后可发展成为躯体上的依赖，表
现出情绪低落、头昏眼花、双手颤抖、疲乏无力、食

欲不振等症状。有人认为网络将成为“21世纪的电

子海洛因”，在部分网络使用者身上的强迫性网络

使用现象被研究者称为“网络上瘾综合症”，即IAD。【”

美国心理学会研究表明，大学中网络成瘾者可能高

达1《娜，。我国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比例则达12%，这
与自我管理能力较差有直接关系。

一般青少年严重。关于上网地点，在押青少年84.1%

在网吧，也高于一般青少年在网吧上网的比例

(45.2%)。冈

    (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受到冲击
    从20世纪90年代起，网络伦理道德问题逐渐

成为信息时代尖锐的社会问题，有人把其概括为7

个”P，，:p五vacy(隐私)、piracy(盗版)、porno脚phy(色
情)、pricing(价格)、policing(政策制定)、psycholo盯(心

理学)、protectionnetwork(网络保护)。1，1网络伦理是人
们通过网络而进行社会交往时表现出来的道德关

系。网络社会中新型的交往方式必然引起道德关系

的变化，对人类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造成冲击。

四、高校应及早制定应对措施

三、网络的社会影响

    (一)社会犯罪率攀升
    很多关于犯罪的研究都在调查网络对犯罪的

影响，最新一项对14一25岁青少年的调查表明，关
于经常上网的比例，在押青少年(45.7%)高于一般

青少年(25.6%)。在押青少年“不节制上网”现象比

    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

者的任务，面对网络问题的严峻挑战，如何让大学

生健康地应用网络，避免和减少网络给大学生造成

的不良心理影响，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十分严

峻的问题。

    (一)规范网络安全，加强管理监督
    建立网络实名制，使大学生产生诚信意识。采

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加强对网络信息的审查，通过

必要的技术、行政、法律等手段，阻止各类不良信息

进人校园，净化网上环境。加强高校机房的规范化

管理，学生公寓个人人网电脑的管理及日常行为规

范，防止大学生在校外网吧无节制上网。

    (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加强社会道德建设
    充分利用校园文化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

宣传教育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通

过多种渠道，如课堂、宣传栏、板报、报刊和网络等

对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和教育，以具体的事

实、科学的态度、完美的形象来感悟学生。加强校

风、学风建设，开展和完善多种形式的社团活动，吸

引更多的大学生参加，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三)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的教育
    针对大学生日益严重的上网问题，教育部也发

出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进网络的若

干意见》的指示。对此，可以利用两课课堂、专题讲

座、报告会等形式，在学生中开展讨论、座谈和交

流，使大学生对网络的特点，网络给大学生带来的

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如何更好地发展网络的作用

等问题有较清楚的认识。I4)通过多种形式的网络道

万方数据



·130. 黄山学院学报

德教育，使大学生增强网络道德意识、自律意识和

安全意识，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

    (四)建立一支优秀的心理辅导队伍

    辅导员是高校学生管理的直接执行人，他们接

近学生群体，容易掌握大学生个人身心发展的第一

手资料，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理解的多，容易开展具

体的心理辅导工作。目前几乎每所高校里都有已经

产生网络心理问题的学生，辅导员要对这些学生进

行专门的心理跟踪辅导，通过有效的心理疏导，让

他们尽快摆脱心理困惑。

    (五)针对已经网络成瘾的大学生，要对症下药
    通过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进行疏导和治疗。并

寻求家长、老师和同学的帮助，让已经网络成瘾的

大学生学会时间管理，在日常的行为规范中锻炼自

己的意志品质。对个别网络成瘾严重的大学生，则
需要专业心理医生结合药物进行综合心理治疗。阎

                                      2008年

综上所述，网络在给大学生带来方便的同时也

给自我保护意识薄弱者带来了消极影响。这给高校

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构筑健康的校园网络

文化，引导学生健康地成长成为高校管理工作的一

个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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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小资料.

，，亏教9，峨牵月著爵”

    “朝奉”本为官名，宋代朝官有朝奉大夫和朝奉郎。徽商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徽商便是由仕

而贾的，这些人不愿人们称其“老板”，代之以“朝奉”相称。久而久之，在徽州，朝奉便成了有钱乡绅的习称。

明末，世人通称徽商(不管是老板还是伙计)为“徽州朝奉”。《初刻拍案惊奇》卷10《韩秀才乘乱跨娇妻，吴太守
怜才主姻薄》记载:“原来徽州程朝奉，就是金潮奉的舅子，领着亲儿阿寿，打从徽州来，要与金朝奉合伙开

当眨”

    徽州当地，孙子称祖父，也以“朝朝”、“老朝”、“老奉”相称。徽州有个字谜:“二人山下说诗(系)文，三炮打

进四川城，十月十日来相会，三人骑牛一路行。”谜底就是“徽州朝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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