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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时代# 网络技术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了一个

无限宽广$无比快捷的知识与信息平台#这对于当代大

学生了解与认识世界$学习新的知识与技术$加强与外

部世界的交流都是大有好处的%然而#当大学生们尽情

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时# 网络对大学生的负

面影响日益增大# 尤其是网络道德失范问题在部分大

学生中日渐明显凸现(')

% 在此背景下#如何顺应时代发

展的要求# 正视和研究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方

法创新#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一 $网络道德建设在当代大学生中出现的问题

'!道德认知方面出现严重的偏差

传统道德与道德传统的断裂最终导致了社会生活

秩序的混乱和价值标准的颠倒# 共享的道德秩序的瓦

解和心灵的空虚$焦虑$绝望与道德意义的丧失共同构

成了当代人的精神底色(*)

%特别是网络又使大学生同时

处于现实的和虚拟的社会当中% 现实社会拥有道德规

范和约束#虚拟社会却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世界%大学生

的日常行为时常表现为与现实的生活规范不符合的现

象#有些行为甚至失去了必要的控制%如果继续这样下

去的话# 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就会处于接连不断的矛盾

过程中# 最后造成大学生在道德素质方面不断走下滑

坡路%

*!沉迷网络#缺乏人际交往

网络多姿多彩#对大学生具有非常强的诱惑力#某

些在学习和生活上表现较差的大学生就希望到虚拟的

网络世界中寻找自我满足和荣誉感# 使得一部分大学

生整日沉迷网络不能自拔# 而且不愿意面对现实生活

的挫折%这样的生活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与现实生活相

背离的大学生就会养成自由$散漫的不良习惯#对现实

的社会事物缺乏应有的道德和责任意识# 就会放松对

自己的道德约束(+)

% 互联网由于其特有的方式#在多多

少少改变着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方式方法% 在网络这个

大的&舞台'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成了人与机器之

间的文字交流# 使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交往方式急

剧减少# 因此在学生与学生以及学生与老师和父母之

间的感情联络变得淡默# 最后就会失去对现实生活的

感受和参与% 大学生在现实生活环境中不能够很好地

与他人进行情感的沟通和信息的交流# 因而导致与他

人之间的情感联系逐渐淡薄和疏远%

+!网络不安全性致使大学生的隐私等个人信息受

到损害

通过电子方式储藏的有关私人的信息被用作其他

的用途#或者被转移给第三者#这些导致的结果都将使

个人的隐私权受到严重的损害% 网络由于自身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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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安全性能非常差"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窃得的私人

信息在网上散布开来"或者利用#网络舆论主体的匿名

及隐藏性"舆论制作与传播的即时性$广泛性$互动性%

$#%

"

恶意诽谤他人"直接损害他人的生活和学习"以达到报

复或者牟取相关利益的不法目的& 随着互联网在生活

和学习中的快速普及" 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作为无

形资产遭到不法侵害的情况越来越厉害&现在"网络侵

害知识产权的犯罪类型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是利

用互联网进行比较相对传统的侵害知识产权的犯罪行

为' 第二是信息网络技术给侵害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

引进了新的方式"主要包含开设侵害网络应用的服务"

绕过电子信息$ 应用程序的保护技术措施进行窃取相

关信息&

#!网络剽窃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网络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网络信息在产生$加工

和处理等过程中" 给网络使用者以极大方便地复制和

抄袭信息" 数以万计的学术网站和越来越多的的电子

学术刊物使修改$ 转贴他人拥有权力的文章可以在瞬

间得以进行& 很大部分的大学生在完成课堂和期末作

业的时候"直接去网上搜索有关的信息并且下载下来"

然后再通过简单的加工就变成了属于自己的成果& 近

几年来"有关大学生在网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进行学

术造假的实例层出不穷"一些学者甚至也加入进来了&

二!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是由网络自身特有的性质所

决定

网络具有全域性$公开性$虚幻性$方便性$公平

性$随意性等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互联网给人

们带来了极大方便"同时也带去了相当多的消极因素&

网络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这

些很容易使大学生的是非观念混淆& 无数的垃圾邮件

和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 极其严重地腐蚀了大学生的

道德是非意识" 导致一部分大学生的道德观念逐渐淡

薄$人格方面发生严重的扭曲$'%

& 网络的虚幻性很容易

使人沉溺在虚幻的网络世界之中" 很容易使大学生产

生与现实生活不相符合的思想"很容易在人际交流$社

会实践方面产生阻碍' 很容易快速扩大不良信息的影

响"具有非常大的反面作用&网络的随意性使人们充分

感受到了言论的自由" 同时也会使人们丧失必要的社

会道德规范" 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和精神$ 意志的堕

落&

(!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是维护网络规则的必

然需求

网络行为是网络虚幻社会所必须拥有的交往过

程& 网络道德方面的建设使人们更加认识到互联网需

要人们共同来进行合法的维护" 这是网络使用者的根

本需求和利益&网络使用者的网络规则需要加以规范"

像人们驾车一定要遵守交通相关的规则一样& 通过网

络道德的建设" 可以使大学生们能够非常清醒地了解

到在虚拟网络社会中什么是对人们道德的行为" 什么

是对人们不道德的行为"从而加强道德的意识"增加道

德的责任感"自觉地履行道德的相关义务"减轻或者是

消灭影响网络的安全性和网络问题的行为" 使网络社

会得意健康的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加强大学生的网络

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离不开大学校园的和谐条

件"绝对离不开青年学子的积极参与建设"这是因为大

学生是我们国家走向强盛的希望和未来" 是国家变得

兴旺发达和民族得以振兴的基石& 虽然冷战的世界格

局已经烟消云散" 但是某些国家仍然对我国社会主义

安有#和平演变%狂妄想法& 他们把实现这种恶毒想法

的希望放在我们的青年一代身上& 一些西方国家总是

企图用网络这种独特的手段来不断地腐蚀我们的青年

一代" 这种在文化方面的腐蚀和侵害在某种程度上来

说可以超过军事打击带来的效果和影响$"%

&

*!现实道德的成熟可以通过大学生网络道德的建

设得意实现

网络社会的虚幻生活是一种相对特殊的生活方

式" 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网络道德拥有不

同于现实生活中的特征和发展的趋势& 网络社会的道

德是现实社会道德在网络中的极度扩展" 但这决不可

能是现实社会道德的复制& 现实省会的道德行为是以

他律为主要表现的"社会的舆论$传统和习惯$内心信

念的共同作用是实现自身道德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通过道德的他律转变成道德的自律是现实生活道德发

展的终极目的& 但是网络道德的特征要求网络的参与

者应当更多地以自主$自觉$自律的品德来恪守网络社

会的道德"以此达到网络社会的和谐氛围&大学生在网

络道德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必须使主体意识"尤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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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责任和义务意识逐步醒悟$使自我意志和品德得

以完整的锻炼$ 使自我道德的主体地位得到最好的塑

立%但是这些恰恰是现实生活道德环境之下&大学生必

须不断注意加强的落脚点%所以&大学生通过网络道德

方面的陶冶& 可以促进他们的现实生活的道德逐步走

向成熟&可以加速道德的自律&还可以进一步加强他们

的网络道德自觉性意识&'(

%

三!加强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对策和措施

$!提高道德修养&培养网络道德意识

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有关网风和网德主题的教育#

网络法律法规教育以及网络环境中青年学生的爱国主

义教育&使大学生对网络道德进行正确的理解&增强他

们在道德判断方面的能力&指导他们学会文明的上网&

养成良好的上网规律%不断学习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

能够使大学生增强分清是与非#明辨善与恶#认识美与

丑&因此能够自觉地抵抗不良信息的侵蚀&在大学生的

内心构筑一面坚固的防御墙%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高

尚的网络道德品格的形成& 需要大学生必须要有接连

不断的学习#不断地进行改造的过程&需要他们运用良

好的网络道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准则&对照自

己的现实状况和遇到的问题& 在实践中经常思考自己

的得失&十分严格地分析自我&评价自我&持续地改造

和完善自我% 网络行为参与者的身份地位具有极强的

隐藏性质&大学生越要保持高尚的品格&就绝对不能放

松对自己在道德上的要求& 更不能随意的胡作非为&%(

%

必须要做到慎独慎行慎言& 最重要的是必须学会在小

事情上下大工夫和真功夫& 必须坚持 '勿以善小而不

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人生道德意识&是今人与古人

的高风亮节得到超脱失控的衔接%

!!积极发挥高校在网络道德建设上的主渠道作用

把网络道德融汇在教育系统当中%首先&可以利用

德育相关课程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 可以将思

想政治理论政治课的教育和网络道德教育相互结合起

来&可以将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和网络文化结合起来&其

次& 可以利用基础法律教育的课程来加大网络道德意

识教育的力度&)(

% 最后&可以适度的利用心理教育相关

课程来实施系统化的网络心理教育% 在网上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活动& 努力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向互

动%

*!创造美好的社会环境和学习氛围

积极引导大学生构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构建理想的道德品格&最基本的就是积极帮助大学

生正确理解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要牢固地树立终身

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的信念和意识% 文化和信息产业

等相关国家职能部门都必须主动加以行动起来& 加大

日常的管理和监督& 积极地开展大学生安全放心上网

环境的建设活动%创造大学生文明上网的环境和条件%

这就能够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网络道德感情和网络

道德行为规则& 这是培育大学生良好的网德具有极其

重要的影响% 加大网上信息方面的监察& 净化上网环

境% 引进和研制#开发先进的网络治理技术方案&用高

科技手段为大学生在网上构筑强大的'防火墙(% 国家

有关的机构对网站进行严格的监管& 建立和健全打击

网络犯罪的相关机制& 积极地充分地发挥网络警察的

维护作用%

+!完善网络道德建设目标的长效机制

一套完善的长效机制是实现网络道德建设的理想

化的基本条件或者说是基石%第一&必须确保拥有规范

的制度和法律规范作为保障% 对违反规定的人必须进

行严格的惩罚&使网络道德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建立网

络行为监督机制&加强网上信息监管&净化网络环境&

有效的避免网络道德失范%第二&高校必须加大校园网

络信息资源的研发& 真正构筑起服务大学生道德建设

的新舞台&以此减少学生接触不良网站的机率% 第三&

通过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 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营

造美好的环境% 网络道德教育关系着大学生形成良好

的网络道德观& 也关系着高校教育工作者教育意识的

更新&从而可以使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水平得以提高&最

终实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

-!组织丰富多彩的社会道德实践活动&养成道德

贵在知行统一

要在加强大学生道德理论教育的同时& 积极组织

开展社会道德实践活动% 要建立大学生参与社区服务

和社会公益劳动的制度&鼓励大学生为社区#为社会多

做志愿服务%通过社会道德实践活动的开展&不仅有助

于青年学生积累社会经验&促进思想的成熟&增强大学

生道德认知度和道德实践能力& 更可以把一些迷恋网

络的青年学生从'网瘾(中解放出来&使之更好地融入

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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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逐步提高了人们在

工作方面的效率!扩大了人们生活的空间!同时也产生

出了一些消极的因素" 我们必须正确的对待和利用网

络技术!必须把网络的作用把握到理性的位置!同时也

不要因为它的缺陷而完全否定它的积极作用$%!&

" 当前!

必须采取积极正确的方法!调集有关方面的力量!加强

青少年的网络道德教育活动和过程! 不断增强他们的

网络道德观念和意识! 加大他们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认

识"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建设!我们的青年一代才能

在网络的积极影响得到健康的成长"

参考文献!

!"# 束亚芳$开展学校网络道德教育的思考!%#$文教资料&'(()&

*"'+,"(-."(/$

!'# 黑晓佛$大众文化与道德教育的困境!%#$四川理工学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0+,1-.1/$

!2# 熊贤芳$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问题刍议!%#$荆门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3.)-$

!0# 贺小军$网络舆论与刑事司法互动的经济分析!%#$四川理工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3# 王凤君&赵俊&李北星$高校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若干问

题研究!%#$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

!)# 王刚&周希贤$基于网络文化影响下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3-.")($

!-# 于丽霞$网络环境下加强大学生道德自律教育的途径!%#$邢

台学院学报&'("(&*"+,''.'0$

!/# 袁成$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探索和思考!%#$中国西部

科技&'((1&*"1+,)/$

!1# 徐砺$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教育与职业&'((/&*"1+,11."("$

!"(# 李化树$大学德育论!4#$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1)$

!""# 潘玉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4#$北京,人民出版社&'(("$

!"'# 吴克明&李扬$论大学生网络思想道德教育生活化!%#$湘南

学院学报&'("(&*0+,""0.""1$

责任编校!陈于后

! "#$%&#' ()*+' ,- )./ 0/)1,#2 3,#&4$)' 5/6/4,7%/-) ,8 ()*+/-)9

'( )*+,-./0+

120345/ 65708*5+09 0+: ;<74+*709 =599<,< 20345/ >*74/0+ "?@AA%B

!"#$%&'$( C*84 84< D0E*: :<F<95EG<+8 5H (+8<D+<8 *+ /+*F<DI*8. 70GE/I<IJ 84< <HH<78 5H +<8K5DL 40I *+7D<0I<:M

N<8K5DL G5D09*8. ED5O9<G 0G5+, I8/:<+8I 0D< *+7D<0I*+,9. 0EE0D<+8M )/8 :/< 85 84< /+*P/<+<II 5H (+8<D+<8 D/++*+,

D/9<IJ 84< H5995K*+, I59/8*5+ 70+ O< 80L<+ H5D 84*I *II/<Q 90.*+, 84< *:<595,*709 O0I< 5H 5+9*+< G5D09 75+I8D/78*5+R O/*9:!

*+, 0 ,55: <+F*D5+G<+809 H5D 5+9*+< G5D09*8. :<F<95EG<+8R E<DH<78*+, 84< <HH<78*F< G<740+*IG 5H G5D09*8. H5DG08*5+R

I80+:0D:*3*+, 84< (+8<D+<8 5+9*+< G5D09 75+:/78R 0+: 7D<08*+, 0 E5K<DH/9 8<074*+, 8<0G H5D G5D09*8. :<F<95EG<+8M

)*+ ,-%.#( N<8K5DL G5D09*8.R =5+I8D/78*5+R SD5O9<GR =5/+8<DG<0I/D<I

李炳元#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刍议 %%?


	f1.jpg
	F2.jpg
	f3.jpg
	f4.jpg
	2011-26卷4期.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