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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道德批判能力在大学生信息道德的养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当前大学生却大面积存在将网络世界完

全虚拟化, 对信息资源缺乏甄别、判断能力, 对信息行为缺乏选择与自我反思能力等信息道德批判能力缺失现象,培

养与提高大学生信息道德批判能力需要采取多方位的措施, 使大学生信息道德批判能力的培养有 �本�可依、有

�的�放矢、有 �样�可循、有 �镜�可鉴, 成为有 �源�之水。

�关键词�信息道德; 批判能力;缺失; 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1�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672- 4860( 2011) 01- 0099- 07

On the Lack ofUniversity Students� Critical Ability

in Inform ationM orality and Its Cultivation

ZHANG Guang-b ing

( Schoo l of Computer Sc ience and T echnology, Southw estU 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M ianyang 621010, S ichuan, China)

Abstract: Cr itical ability in in format ion mora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 ltiv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format ionmora lity. How ever, now adays, the lack of critica l ability in inform ationmo rality is

w idespread among university studen ts, it is d isp layed as treating the cyberspace totally virtualization, lac-

k ing ab ility to discrim inate and judge inform ation resources, lack ing ability to se lect and sel-f reflect infor-

mat ion behav io r. Cu ltivating and deve loping university students� crit ical ability in informationmora lity re-

qu ires related people and organ izat ions take practica lmeasures, w hich makes the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critica l ab ility in inform ationmorality have � criterion�, � target�, �mode l�, � feedback� and

�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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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们信息检索、互
动交流等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与此同时,计算机和

网络技术也给虚假、低俗信息的传播与滋长提供了

空间与土壤,网络的虚拟性和隐蔽性也助长了人们

的侥幸与放纵心理,致使诸如信息污染、信息侵权、

信息欺诈、信息病毒等信息道德失范现象大量涌现。

对于信息资源应用之主力军的高校学生, 信息道德

失范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在信息道德培养方面,信

息道德批判能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计算机和网

络技术构建的世界中,大学生倘若不具备相应的信

息道德批判能力,则很可能在 �无知�的情况下不知

不觉地误入歧途。在大学生信息道德批判能力大面

积缺失,并已产生诸多害的背景下,对信息道德批判

能力加以厘清,对培养信息道德批判能力的方法与

途径展开探讨,有利于强化大学生的信息道德批判

能力,提高其信息道德水平, 为大学生信息道德失范

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撑。



� � 一、信息道德批判能力的内涵

对于 �批判�一词,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
�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 加以否

定;分析判别、评论好坏。� [ 1]由这一界定可知, 批判
的本义是分析判断、评论是非。该词主要在两个层

面上使用,一是对思想、言行加以分析判断, 评价鉴

定其是好是坏;二是在对思想、言行进行分析、评判

的基础上加以 �扬弃 �, 对不合理的东西予以驳斥、

否定、摒弃, 对合理的东西予以吸纳。由批判的定义

可推知,批判能力实质上是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甄

别好坏、优劣,以及在此基础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的能力。

道德批判能力是批判能力在道德领域中的展

现,在德育领域, 批判指对一种社会现象所进行的真

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分辨,强调一种价值判断和

选择。道德批判能力实质上是行为主体对道德现象

进行分析、判断、评价、鉴别以明辨是非、好坏等,并

采取相应行动的能力, 主要包括 �分析判断、选择取

舍、否定创新的能力� [ 2]。信息道德批判能力则是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资源的广泛应用而形成

与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 它是道德批判能力的组成

部分, 是道德批判能力在信息领域的呈现与应用,具

体是指行为主体对各种信息资源进行正确判断与恰

当选择的能力,即信息使用者能明辨什么信息是有

价值的,什么信息是垃圾信息, 什么信息是符合社会

价值规范的,什么信息是有毒有害信息,以及针对不

同的信息分别采取相应行动的能力。

� � 二、大学生信息道德批判能力的缺失及危害

� � (一 )将网络世界完全虚拟化

由于网络世界的匿名性、虚拟性、隐蔽性与开放

性导致监管困难,加之网络世界中相应的法律法规

还不系统完善,网络世界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

为在网络世界中就完全摆脱了现实社会的管理和控

制,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不需要承担义务和责任。

部分大学生将计算机与互联网创造的虚拟世界

(V irtua lW orld)看作是完全虚幻的, 认为在虚拟世

界中的一切东西都是一场游戏,如果不满意,一切都

可以重新开始,认为在网络世界中就可以完全丢弃

社会责任、颠覆现实世界中的伦理道德,在网络世界

中自己可以完全自由 不受任何限制 无拘无束任意

驰骋。虽然有人将网络称为 �虚拟世界 �, 但事实上

虚拟只是为了模拟现实而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 并

不是指虚拟环境中的所有东西都是虚假的。网络世

界与现实世界一样,也包含了一定的场所、一定的人

群、相应的组织以及相应人员的参与,在网络世界中

游走的人都是真实的,都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都应

受到现实道德的规范, 为道德阳光所普照。将网络

世界完全虚拟化, 这给内心深处一些不良念头的滋

生与急剧膨胀提供了环境与土壤, 致使 �虚拟世界

中可以不负责任�的心态与行为的泛滥。将网络世
界完全虚拟化,很容易使大学生放纵自己的行为,忘

掉自己的社会角色,淡薄甚至消解社会责任感,进而

引发大学生的不良信息行为, 甚至是网络犯罪心理

与网络犯罪行为。

� � (二 )对信息资源缺乏甄别、判断能力

网络既是一个信息资源宝库,也是信息垃圾泛

滥的场所,网络中的信息浩如烟海,可谓应有尽有,

各种信息良莠混杂,形形色色的信息中不乏低俗、不

健康的信息,不良的价值观念。当打开计算机,进入

网络世界的时候,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而来,行游在这

个庞大的信息迷宫中,必须具有良好的信息甄别、判

断能力, 学会甄别有用信息、无益信息、有害信息。

然而,当今很多大学所开展的信息道德方面的教育

很有限,加之当前学校信息道德教育中重道德理论

灌输,轻道德实践, 重道德行为规范的授予, 轻道德

辨析、判断能力的培养, 使大学生的信息判断与鉴别

能力低下。不少大学生并不是主观想要道德失范,

而是不知道这是一种道德失范, 他们失范并非因为

道德沦丧,而是因为 �无知 �,无法有效判别是与非。

大学生缺乏信息甄别、信息判断的能力,对浩如烟海

的网络信息无法加以辨析、鉴别, 难以作出正确的判

断和评价,一些负面信息就很容易对大学生的身心

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一些不良的价值观念很可能

会给大学生尚未定型的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冲击, 使

大学生的价值观发生倾斜, 产生异化, 甚至走向极

端, 进而引发社会问题、违法犯罪活动等。

� � (三 )对信息行为缺乏选择与自我反思能力

网络世界开放性、多元性的特点,使网络世界成

为各种不同的观念、意识、文化、价值体系的汇集处,

高雅与低俗,精华与糟粕彼此交叉, 相互碰撞, 甚至

色情、暴力等有毒有害的信息也在网络上找到了生

存的空间 由于网络使用的快捷性与随意性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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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很可能无意中闯入一些不健康的网页, 偶遇一些

不良信息,倘若学生不具备相应的选择能力、不具备

自我反思能力,则无法作出正确的选择,学生下一次

可能有意地去搜寻、追逐这些不良信息,对之趋之若

鹜。各种法律法规、道德规范均对大学生的现实行

为具有规范与约束能力, 但是计算机与互联网所创

造的虚拟世界以高度的开放性与虚拟性以及行为主

体的匿名性与隐匿性相异于现实世界, 导致显性规

范与约束的效力大减, 大学生的网络行为主要还是

需要通过学生自身的道德自律来规范。道德自律的

实现需要大学生形成内心的价值判断、善恶观和行

为准则,能够分辨真伪、美丑和善恶, 具有从各种道

德冲突中正确选择的判断能力,以及对自身行为进

行批判反思的能力,若 �无法判别��无法反思�就无
从知晓恰当的行为方式, 也就无法养成正确的信息

行为习惯,自律精神的培养也就成为 �空中楼阁 �。

� � 三、大学生信息道德批判能力的培养

(一 )健全信息道德评判标准, 使信息判断有

�本�可依

要评判信息资源、信息行为是否恰当,首先得有

正确的评判标准,只有设定了恰当的标准,才能根据

标准予以判断。当前,为规范人们的网络行为,大多

数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网络行为规范、规定等,比如

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制定了 �计算机伦理十戒 �,我
国也颁布了 �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 �。这些规

定对规范人们的网络行为, 净化网络环境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但这些上网守则都比较宽泛,只对网络行

为作了大致的规定, 明确了哪几种典型行为是恰当

的,哪些是不恰当的, 但对判断是否属于这种行为的

具体标准却没有健全。比如, �全国青少年网络文

明公约 �提出 �要善于网上学习, 不浏览不良信息;
要诚实友好交流, 不侮辱欺诈他人; 要维护网络安

全,不破坏网络秩序 �, 但究竟什么是不良信息, 哪

种情况算是侮辱欺诈他人, 何种行为属于破坏网络

秩序的行为,这些界限都没有明细的道德评判标准

加以区分,这样大学生的不良信息现象就无法根据

道德评价标准进行及时、准确的道德评判,导致大学

生对信息行为的善恶无法有效区分, 道德评判十分

困难。健全信息道德评判标准能为信息道德判断提

供一个标尺,易于大学生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判断、选

择 因此明晰与细化信息资源与信息行为的具体评

判标准是培养大学生信息道德批判能力首先应考虑

的。

(二 )对学生进行道德移情,使信息道德批判能

力培养有 �的�放矢

现行的道德教育一般以说教为主, 教师常常用

命令的语气要求学生去阅读、记忆、背诵一些道德条

款, 这种道德教育方式对学生的基本情况不甚了解,

无法与学生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在传统教育领域学

生的道德行为一般都是外显的, 说教的方式可能还

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网络世界中网络的隐蔽

性很可能导致说教方式的完全失灵, 因为学生完全

可以表面上听从教师的意见, 而事实上继续在网络

世界中迷失。因此,在信息道德批判能力培养过程

中, 切忌口号式的空洞说教, 应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交流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强化心灵的互动。增

进对学生的认识与了解, 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心灵

互动,可以通过教师对学生进行道德移情的方式来

实现,具体可采取让教师也参与学生的网络活动,让

教师扮演网络环境中的学生,以学生的身份,如学生

一般,和学生一起参与网络活动,做到见学生所见、

思学生所思、感学生所感, 真正成为学生中的一员,

深切体会学生在网络活动过程中的所遇、所感、所

困、所思等。对学生所面临的情境产生移情性体验,

充分了解学生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针对性的

引导与疏导,以 �情 �动情,以 �事�晓理,逐步提高大
学生的信息道德批判能力。

(三 )树立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榜样, 使学生有

�样 �可循
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尚未完全形成, 主动追求和

自主发展信息道德批判能力的能力倾向还比较弱,

信息道德批判能力的形成与提高还需要给予一定的

引导与熏陶。榜样示范一直是道德教育中广为采用

且行之有效的引导与熏陶方式。然而,当前一些大

学的信息道德教育在采用榜样示范时过分拔高了榜

样, 对选定的榜样示范人物进行夸大宣传,不断将其

拔高,使之太崇高、太伟大,使学生感到高山仰止,望

而却步。这样由于榜样过于 �高尚 �, 会给学生产生

一种可望而不可及之感, 甚至会使学生因觉得榜样

�不真实� �虚假 �而对榜样产生一种厌恶感。学生
对榜样无法认同、无法效尤, 榜样也就失去了意义,

榜样示范也就无从谈起。在信息道德教育中, 有必

要树立切合实际的道德榜样 使学生在进行信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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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时有贴近其生活实际的榜样作为示范。这样学生

才会对榜样感到亲切与认同,并主动地加以效仿,榜

样示范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为此, 教师应注重营

造积极向上的信息道德氛围,树立合适的榜样,应向

学生推荐好的、优秀的网站, 并起好表率作用, 言传

与身教并重,教师要善于应用自己高洁的道德修养

与行为来导引学生,切忌言行不一。

(四 )提高学生批判思维能力, 使信息道德批判

能力培养成为有 �源�之水

批判性思维 ( Critica l thinking,简称 CT)是 20世

纪中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种教育思维方式和

教育价值观而提出的, 批判性思维是 �有目的的、自

我调控的判断,这种判断表现为解释、分析、评价、推

断以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论据、概念、方法、标准或

语境的说明 � [ 3]。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对事物的真实

性、精确性、性质与价值等进行正确判断的能力,信

息道德批判能力归根到底是学生批判思维能力的组

成部分。学生对所收集到的信息按照道德标准进行

鉴别和筛选,对所接触到的信息进行评价、判断和选

择,判断信息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以及在此

基础上明辨是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都是学生批

判思维能力的表现。从根本上培养与提高大学生的

批判思维能力,有利于促进大学生信息道德批判能

力随之不断提高与发展, 使大学生的信息道德批判

能力培养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成为有 �源 �之
水,有 �本�之木。

(五 )开展信息道德讨论反思活动, 使学生有

�镜�可鉴
大学生信息道德批判能力培养中存在着一个突

出的问题是,通常情况下学生的网络行为并不为他

人所知,倘若学生的行为不恰当,也没有人能够及时

给他指出来。而通过组织学生开展信息道德讨论反

思活动,则能为学生反思、检视自身的信息行为提供

一个沟通交流平台, 一旦发现信息行为有不恰当的

地方,能及时得以纠正。讨论反思活动所起的作用

正如一面 �镜子 �,能及时帮助学生发现自己身上的

�污点�, 并及早加以清理、洗涤。讨论反思活动的

具体形式如讨论会、辩论赛、专题论文等,活动中可

设置一些与学生网络道德密切相关的、真实的、无标

准答案的问题,围绕这些专题问题进行讨论,每个学

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经历、体会等发表自己的

看法与观点,也可以对他人的观点进行批判与质疑,

以及对某一问题展开辩论等, 让学生通过讨论、反

思, 以他人为师,以自我反思为师, 不断审视现有信

息行为的恰当与否, 从而在讨论、交流、实践、辩论、

驳斥以及自我反思中不断提高其信息道德批判能

力。

� � 四、结语

信息道德的培养可以用这样一条链条来表示:

培养信息道德意识与信息道德责任感 � � � 提高信息

道德判断与选择能力 � � � 强化信息道德自律精
神 � � � 养成良好信息道德行为习惯。在这一链条中

信息道德批判能力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提高信

息道德判断与选择能力是强化信息道德自律精神、

养成良好信息道德行为习惯的先决条件。信息道德

批判能力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 它需要学校、教师、

教育管理部门等在健全信息道德评判标准、对学生

进行道德移情、树立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榜样、提高

学生批判思维能力、开展信息道德讨论反思活动等

方面做出长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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