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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疏结合 ，拒绝‘“
    — 论高校防治大学生“网瘾”

网 瘾 ”
的对策

          汪路金

(黄山学院数学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大学生上网是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心理的一种宣泄方式，染上“网瘾”是其中的极端情况。高校防

治大学生“网瘫”根本措施就是要进行堵和疏，并且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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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网络已经深深地进人大学生的生活。根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7年1月23 日发布

的第19次互联网报告，截至2006年12月31 日，
中国内地网民总数已达1.37亿，其中，学生网民所

占比例最高，占全体网民总数的32.3%左右，而大学
生又是学生网民的主体。网络的迅速发展使大学生

能够快捷便利地沟通信息，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

源，但上网在给大学生带来方便和效益的同时，也

给他们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
“网瘾综合症”。因沉迷于网络而荒废学业，已成为

近年来高校学生退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呈现逐年

上升的趋势。大学生上网成瘾问题逐渐成为高校学

生教育和管理中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如何积极有
效的防治大学生“网瘾”，是摆在广大高校教师和管

理人员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

    大学生本来是应该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

力用来学习的，这是他们的“正当业务”。但是，部分
大学生染上“网瘾”，然后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来

上网以满足“网瘾”，这是他们的“不务正业”。为什
么他们能够“顺利地”把本来应该用在学习上的时

间和精力浪费在长时间不当上网上呢?主要原因是

高校对于防范大学生不当上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
工作当中还存在很多漏洞。所以，高校要防治大学

生的“网瘾”，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些漏洞堵住，即所
谓的“堵”。

    首先，要加强日常管理，堵住其中的漏洞。有
“网瘾”的大学生经常要花大量的时间上网，甚至连
正常上课和睡觉的时间都要搭进去，其他的空闲课

余时间就更不要说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原因

就在于一些高校的某些日常管理不到位，存在漏
洞，而这些漏洞又恰好被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漏

洞突出表现为，一是有的高校教师对学生上课到课
情况不管不问，二是有的学生宿舍就寝管理不力。

因此，要狠抓学生到课率，任课教师要对学生出席
严格要求，不时抽查点名，决不能对学生无故缺席
的情况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班级要完善上课考勤
制度，加强对学生上课出席方面的约束。学生宿舍
要强化就寝管理，对于学生的就寝情况要制定制度

进行常规性的定期检查，并且要和经常性的不定期

检查相互结合;学生宿舍楼的大门要定时关闭，在

关闭期间禁止学生随意出人;学生宿舍要有严格的

作息制度，到深夜要切断电源和网络信号供应，使
学生无法通宵上网。如果课堂到课率和就寝管理能

够抓好，对于“网瘾”中毒很深的大学生会形成有力

的约束，至少可以有效的减少他们学业被荒废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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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要有效弥补学生管理中的真空地带。前

面说到通过狠抓学生上课到课率和加强就寝管理，

防止大学生沉迷于网络。但是，有一些方面是学生

管理工作不能到达的，比如学生的课余时间和周
末、节假日时间，这些时间形成了学生管理中的真

空地带，大学生可以利用这些时间自由地做任何他
们想做或喜欢做的事情。有些“网瘾”大学生就正好

“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时间，他们上课的时候正常上
课，晚上也老老实实地按时就寝，但是一旦有可以

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就在网吧里上网。对此，高校
教师要加强对大学生课外学习的指导，并布置适量
的课后作业，使得大学生不至于在课后无事可做。
同时，要充分发挥学生小团体的积极作用，鼓励每
一个宿舍、每一个班级的成员在平时互相关心、帮

助、鼓励和监督，当某些同学可能会不正常上网时，
要及时提醒、监督和约束。

    再次，要重点堵住大学生群体中的“漏洞”，即
有“网瘾”的大学生。有“网瘾”的大学生是全体大学

生对抗“网瘾”侵害的薄弱环节。一旦这个薄弱环节

没有被重视，很有可能原来没有“网瘾”的大学生也
会被毒害而染上“网瘾”;反之，如果这个薄弱环节
被有效的重视控制住了，其他的大学生对于“网瘾”
的抵抗力就能相应的加强。这一点，在高校里有很

多例子，往往是一个班级或宿舍里有个别学生有
“网瘾”，由于没有被有效防止，然后就带动其他的
学生也上网，从而集体染上“网瘾”;而相反在一些
班级或宿舍里，对有“网瘾”的学生的帮扶比较到

位，不但其他同学没有染上“网瘾”，而且有“网瘾”

的学生也慢慢地缓解甚至消除了“网瘾”。防治大学

生“网瘾”的另一个重点对象是一些容易染上“网

瘾”的学生群体。相对与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大三、
大四学生来说，大一、大二学生因为刚从高中的高

压力中解放出来，学习就业的压力不大，再加上对
大学生活的适应要一个过程，容易染上“网瘾”;性
格比较内向自闭的学生、有怪癖的学生、家庭情况

特殊的学生以及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也是“网瘾”的

易发群体。11对于这些学生，一定要重点做好“网瘾”

预防工作。

    最后，与校外有关力量相互配合，堵住校外诱
使大学生染上“网瘾”的漏洞。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染

上“网瘾”，这与大量的校外网吧的存在和网吧经营

人员惟利是图有很大的关系，高校周围的经营性网

吧已舞成为催生“网瘾”的温床;当然，大学生染上
“网瘾7，也与一些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当、监管不力或
对子女关爱不足有关。因此，高校要积极配合相关
部门，共同对网吧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不法

经营者要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还要与学生家长相

互协作，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齐心协力防治大学
生“网瘾”。·

    大学生上网是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心理的一个

宣泄方式。如果仅采取“堵”的方法，把上网的这个

宣泄方式堵住，有可能导致他们时间、精力和心理

的囤积。因此在采取“堵”的同时，兼顾“疏”的方法，
以引导大学生用正确的方法把时间、精力和心理释

放到正确的渠道上去。

    首先，指导大学生正确地应用网络，端正他们

的兴趣指向。要对大学生开展如何正确使用网络的

教育，提高他们使用网络的方法和水平，把他们对
网络的兴趣和爱好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让他们

充分了解网络的功能与特点，掌握其具体的操作技
能，自觉地把网络当作学习、工作的工具，而不是游
戏和聊天的空间，更不是感情寄托之所在。如通过

教学、培训、组织兴趣小组、网上知识竞赛、网络信

息咨询、网络科技知识解答、网上新闻调查等活动，

激发大学生学习网络知识的兴趣，提高使用网络的
水平和技巧。冈经常告知学生，在上网之前必须设定

目标，有选择地进人各类网站，查找相关的资料，不
能无目的的在网上漫游;同时也可以在上网之前给

自己设定一个上网时间，强迫自己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要在网上做的事情。教育学生学会分辨网络上

的各种信息，自觉抵制网络上的不健康的信息，使
他们不仅成为网络的使用者，更是网络的建设者和
真正的主人，以良好的姿态去迎接信息社会的挑战。
    其次，完善学校配套设施建设，组织丰富多彩

的校园活动，以疏导大学生的课余时间分配，丰富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大学生的课余时间理应花在课

余学习活动、体育活动以及其他的活动当中。当然

这些活动都需要一定的配套设施，如图书馆、体育

设施等。同时，开展各种类型的课外活动，包括文体
活动、科技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如果高校有足

够的设施和大量的活动项目提供给大学生安心学

习、锻炼身体、休闲娱乐，肯定可以避免很多大学生
去上网而沉酒于网络。

    最后，加强心理咨询和辅导，疏缓大学生的心
理压力与心理问题。“网瘾”是过度使用网络而产生

的一种心理依赖和行为习惯，不像毒瘾那样可以用
药物来戒除，“网瘾”必须通过心理治疗和教育等多

种措施来解除。为了戒除和防范网络成瘾，要对大
学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针对大学生的年龄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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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需要，高校要设立相应的心理咨询机构，配备相

关的人员，帮助大学生认识自我，了解自己的心理需

要，寻找满足需要的其他途径所在。同时心理咨询教

师应给予学生相应的现实生活方面的指导。现在许

多大学和一些网站已开设了心理知识、心理咨询、

心理测试等项目，各大中城市相继建立了戒除网络

成瘾的帮助组织，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高校作为
思想教育的主渠道，应从多方面人手，加强对有“网
瘾”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他们正确处理

现实人际交往与虚拟网络生活之间的关系。

瘾”问题。而月.在一定意义上，“疏”的措施比“堵”的

措施更为重要也更为有效，因为大学生的时间、精

力和心理不可能不宣泄，用“堵”的措施不能根本解

决问题;相反，如果“疏”的措施应用得当，或许不用

“堵”的措施就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所以，相比较

而言，高校应该重点研究“疏”的措施，在实际应用

中“更多的应该是采取疏导的方式，而不是采用封

堵的方法”。13]

    当然，高校也要清醒认识到，防治大学生“网

瘾”，决不是单独用“堵”的措施，或者单独用“疏”的
措施可以达到目的的。“堵”和“疏”两种措施应该有

机的结合起来，密切配合，共同应对大学生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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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是指清末著名徽商胡光墉。胡光墉因捐输和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街、

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著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

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墉的稚号家喻户晓。

    胡光墉，宇雪岩，绩澳县湖里村人。早年家贫，至杭州享康钱庄当学徒，后自己开钱庄，当老板。曾协助左

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创办福州船政局，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代借内外债1250多万两。凭借左宗

棠的势力，胡光墉在全国广设当铺和银号，成为富甲江南的特大官商。又在杭州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不

惜重金聘请江南名医和著名药剂研制专家，精心配制了400多种中成药。使“胡庆余堂”同北京“同仁堂”一

样，成为驰名中外的中药老店铺。后来在外国资本的冲击下，胡光墉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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