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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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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存在着对网络媒介特质的认知能力差，自制能力和意识还需要提高，网络道德素
养令人担忧等问题。提升当前我国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水平的有效途径在于积极营造良好的网络媒介教育环境，同时，网络
媒介应不断完善自身素养教育，通过高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构建大学生与网络媒介间的互动平台，完善大学生参与网
络媒介素养教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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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现状

( 一) 大学生对网络媒介特质的认知能力差

现在虽然许多大学生都懂得上网知识，具备上

网的能力，但很多大学生并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资

源，部分学生上网的目的主要就是聊天、玩网络游

戏、看电影等。同时，许多大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较

低，对网络不良信息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防备，一部分

学生甚至不知道网络中存在着不良的信息，有近三

分之二的学生认为网络中存在的不良信息不会对自

己产生影响。另外，许多大学生对网络文化霸权现

象缺乏了解，对网络中反政府、反社会、反社会主义

的言论缺乏警惕。尽管一些大学生具有一定的信息

鉴别能力，对网络中的一些反动宣传信息有理性的

判断和认识，但由于身处信息爆炸的环境中，许多大

学生对网络信息的可信度没有明确的认知，所以，一

些学生分不清楚究竟哪一种媒介传播的信息更可

信，他们在这一点上具有一定的迷惘和困惑。
( 二) 大学生的自制能力和意识还需要提高

有五成大学生表示每次上网时间都会超出自己

的预算时间，而且他们经常登录的网站首先是娱乐

类网站，其次是新闻求职类网站，最后才是专业知识

类网站。许多学生认为上网虽然不能直接增长人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但却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

可见，大学生在自制能力和意识上还需要提高。

( 三) 大学生网络道德素养令人担忧

一些大学生对网络的安全性和虚拟性缺乏认

识，甚至有学生认为，网上认识的、合得来的朋友完

全可以成为现实中的朋友。对于网络黑客、制造网

络病毒的人，一些大学生对他们很崇拜、很欣赏，认

为他们的网络技术令人佩服，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很

想尝试一下。这些现象不得不让人对大学生的网络

道德素养表示担忧。
二、影响当前我国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因素

分析

( 一) 个人因素

大学生的认识偏差是影响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

的重要因素。大学生上课期间课业负担重，学习压

力大，所以许多大学生上网是为了放松，因此，在缺

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将上网看作是一

种完全放松的娱乐消遣活动。
( 二) 家庭因素

家长的网络素养以及家长对待网络的态度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家长是

最了解、最能保护学生的人，如果家长能对大学生上

网给予关注和正确指导，无疑会提高大学生安全上

网的意识。因而，应充分发挥家长在网络媒介素养

教育中的作用。
( 三) 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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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 一是网络自身的影响。网络能够为大学

生提供丰富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是鱼龙混杂、良
莠不齐，鉴别能力不高的大学生可能会深陷其中，失

去理性，迷失方向。同时，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匿
名性、虚拟性的特点，一些不健康的思想会侵蚀大学

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给他们的身心发展带

来不良影响，极易给大学生带来身心危害。二是大

学生群体自身文化习惯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群

体，大学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习惯，这些习惯既不

同于成年人，也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如他们有自己

独特的文化消费习惯、文化欣赏习惯和文化消费内

容，这些习惯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
同时，大学生的文化习惯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具有

一定的冲突，这就意味着他们抵触社会传统的文化

观念，这对他们健康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一

定的阻碍作用。正是由于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抵触，

才使大学生崇尚和欣赏前卫、怪异的文化形式，并在

潜移默化中吸收了附着在这些文化形式上的价值取

向。另外，由于过度依赖网络，使得大学生对电子书

写、电子阅读比较推崇，而对传统的读写方式比较排

斥，从而导致了他们读写能力下降、思维能力降低。
三是高校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资源的短缺。由于学校

网络环境建设落后，根本无法满足大学生上网需求，

再加上学校课外活动较为单调，许多大学生选择了

到校外网吧上网以打发时间。一些高校网站的信息

更新速度慢、网络浏览速度慢，很少有学生愿意光顾

学校网站，因而，学校网络素质教育资源的短缺成为

影响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提高的重要因素。
三、提升当前我国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水平的

有效途径

( 一) 积极营造良好的网络媒介教育环境

网络媒介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环境、政策环

境和学术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就是指整合全社会的

力量为提升当代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营造良好的现

实环境。应该发挥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组织开展各种网络媒介教育活动，实现网络媒介素

养的建构。同时还应建立一些专业性网站，组织网

民积极参与网络活动，将网络与网民联系起来，提升

网民的网络媒介素养。
政策环境就是指政府部门要完善各种法律法

规，通过制定政策规范大学生的上网行为，规范网络

的传播行为，为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提升创造一个

良好的社会环境。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十多部

法规性文件对网络文化进行规范，有效地抵御了网

络有害信息的渗透，确保了国家信息的安全。对网

络媒介素养教育，政府应加大关注与支持力度，积极

推动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走向高校。
学术环境是指社会科研机构应积极开展专业性

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为网络素养的提高创造良好

的学术氛围。当前我国各个阶段的教育中，网络媒

介素养教育普遍缺乏，而且许多教师也普遍将网络

知识教育当作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内容，这种错误的

认知与课程设置上的欠缺，致使我国学生的网络媒

介素养教育普遍较低。因而，学校要大力推广网络

媒介素养的普及性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分析、识别网

络信息的能力。
( 二) 网络媒介应不断完善自身素养教育

网络媒介是网络媒介素养的重要载体。随着网

络的快速发展，网民的媒介消费变得日益重要，许多

人离开学校之后依靠网络这种公共信息平台来进行

终身学习，而这种虚拟的学习方式也成为人们学习

的主要场所。因而，通过网络媒介为网民提供交流

学习的平台，向网民宣传媒介知识，将成为提升网民

媒体素养的重要途径。同时，在社会化、民主化程度

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一些组织也可以为网民提供信

息资源和指导，为网民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水平的提

升创造良好的条件。政府部门和一些媒体也可以采

用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之中。
各种网络制度对于网络媒介的传播行为具有一

定的规范作用，如各种奖惩机制可以规范网络媒介

工作人员的行为; 问责制度能够有效地避免错误信

息、虚假信息的产生与传播，有助于提升网络媒介的

专业水准。因而，在网络媒介上推广网络媒介素养

教育的相关内容，能够提升全社会对网络媒介素养

教育的重视度。另外，还可以开设专门的网站，宣传

网络媒介素养的重要性与相关内容，呼吁网民关注

网络媒介素养，积极参与到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来，

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网络媒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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