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  密码：      登录 注册   网站首页         在线投稿

 

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 | 生命伦理 | 环境伦理 | 经济伦理 | 政治伦理  

社会伦理 | 科技伦理 | 法律伦理 | 媒体伦理 | 网络伦理 | 性和婚姻伦理

国际伦理 

首页 → 学术文章 → 网络伦理

周向华：青年学生电子阅读与网络伦理的构建

摘 要：网络是柄“双刃剑”，它在使青年学生接触到更多的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鉴于此，要多

渠道、全方位地对青年学生进行网络伦理教育和引导，加强网络管理。              

关键词：青年学生；电子阅读；网络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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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已使人类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社会各个领

域，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的主要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随着校园网络化的迅速普及与发展，网络已成为学生学习、交

往、娱乐的第二生存空间。在高校，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也成为青年学生最愿意、最常去的场所之一。              

网络信息的来源多种多样，国家的、民族的、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种族的、信仰的、军事的等多种因素掺杂其

间，使网络信息带有浓厚的个体化色彩，其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有些糟粕还经过了一定的变换、加工，极富欺骗

性，使网民不易辨别。网民接受网络信息也变得多角度，其信息摄取行为也愈加个性化、隐蔽化，接受信息的自主性

也越来越强。              

青年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期，他们出于好奇常常在网上四处漫游，要让网络真正对青年学生有

益，减少其负面影响，作为承担着教育职能的高校图书馆，不能只是简单地开放电子阅览室，还要在日常工作中注重

引导青年学生，帮助他们构建正确的网络伦理。              

伦理教育的原则是由道德本身的内在规定性所制约的，网络伦理是建立在网络社会基础上的新型伦理体系，具有自主

性、开放性、多元性和平等性，其教育内容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伦理教育对象的实际而确定的。它不仅反映

伦理教育的性质，而且是实现伦理教育目标与任务的重要保证。在互联网带来的网络社会中，人的个体能力和人们

“在一起”的群体感受将超越地区和国家等地理性因素的限制而达到全新的水平，因此，网络伦理教育的内容必然反

映网络社会的特殊要求。 

       1 从思想上加强和培养大学生的网络伦理意识              

１．１ 引导学生树立网络伦理意识            

  要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素质，首先就必须使人们了解和把握道德的基本原则、规范和义务，了解和把握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道德是人类理性的表现，是灌输、教育和培养的结果，网络道德教育同样如此。目前，随着电脑网络日益

发展，网络道德教育已经成为一些西方国家高等学校的教育课程，如美国杜克大学就开设了“伦理学和国际互联网

络”的课程。我们要在日常的管理中，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网络意识。网络用户相当于国际网络公民，在这个虚拟社

会里，大学生也应该遵守法纪，遵守共同的规则，做一名网上道德人。要树立网络道德意识，认识到网络道德是网络

社会正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人际关系调节器。一定的道德规范，不仅体现着自身的利益和需要，也是每一个网民在网络

社会立身处世的根本。其次，要处理好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网络社会中，目的和手段应当都是正当的，道德行为和

不道德行为之间，总是有本质区别的，绝不容混淆。同时，还需要处理好大节与小节的关系，网络社会中的“小节无

关紧要”论是有害的。事实上，小节与大节只是相对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彼此间不仅没有绝对界限，而且是相互联

系，相互转化的。在管理松散，人以符号面目出现的网络上，不少人都难免在心中闪过或积聚起一些恶念，如果不加

克制，将之通过网络活动释放出来，这将不仅是做一次坏事，还将动摇自己的正义感和羞耻心，逐渐泯灭自己向善的



良心和意志，后果将十分严重。              

１．２ 要求学生遵守网络道德规范              

互联网为人们自由地上网、开展各种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与自由度，而虚拟的网上活动与现实社会的活动在本

质上是一致的。网络人的自由在本质上是理性的，网络人必须具有道德意识，热衷于在网上冲浪的大学生们必须遵守

网络道德规范，按照网络道德规范的普遍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根据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基本要求和我国网络发展

的实际，当代大学生应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规范：一是利用网络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不应利用计算机去伤害别人；

二是做到网上行为诚实守信，不应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三是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不应未经许可而

使用别人的计算机资源；四是尊重他人的隐私，不应窥探别人的文件或泄露相关秘密；五是慎重使用计算机，不应干

扰别人的计算机工作；六是科学选择网络资源，不应浏览黄色或反动的网络信息。             

 １．３ 积极倡导学生讲究网络礼仪             

 “网络礼仪”源于英语Ｎ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由“网络”（Ｎｅｔｗｏｒｋ）和“礼仪”（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组合而成。就现状而言，网络礼仪主要由以下组成部分：其一，问候礼仪，指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问候

和称呼对方时应遵守的规则。其二，语言礼仪，指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交往中语言表达应遵循的规则，这些礼仪可以表

明一个人的态度和情感。其三，交往方式礼仪，指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交往中所采取某种交往方式时应遵守的规则。如

许多网站就“规定”发信者要写明信件“主题”等，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交往方式礼仪。网络礼仪是在网络相互交往中

所形成的，与网络社会的特点相适应，网络礼仪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如虚拟性、非强制性和普遍性等。总之，网络

礼仪是网民行为文明程度的标志和尺度。一个大学生如果连这些起码的要求都做不到或不会做，很难相信他能遵守更

严格的网络道德标准。从人的直接交往，到电话交往，再到网络交往，是人类交往方式的进步和变化，与此相适应也

要求大学生采用新的交往礼仪。             

 １．４ 提倡学生“自省”和“慎独”              

“自省”是儒家提出的重要修身方法。在《论语》中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说，意思是每天都要反复检查、反省自己

的言行，以便发现有违背伦理道德要求之处及时纠正。儒家进一步从“为己之学”的观点出发，规定了道德人格所应

达到的理想境界——慎独。这里的“为己”不是指为自己谋私利，而是指道德修养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自我在道

德上的充实与完善。《礼记·中庸》说：“道也者，须臾不可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

所不闻。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是指在独处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防止出现违背

道德的念头和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在纪律约束下和有人监督时能按要求去做，但在外界压力

消失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要求就会放松，行为也可能出现偏差。“慎独”是对网民的道德修养提出的更高要求，虽然

做起来很难，但只有把网民的道德修养提高到这一境界，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才能真正植根于网民心中，内化为

网民的道德意识，指导网民的道德实践，从而使整个网络空间成为有序、理性、道德的社会。              

２ 利用技术手段加强网络管理和监控             

 江泽民同志指出：“世界各国争相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手段。我们必须适应这一趋势，加强信息传

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作为身处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前沿阵地的高校，我们必须加强

网络信息管理，首先要采取以防为主的策略，强化对上网信息的监控，过滤虚假、有害、错误、反动的信息。积极引

导学生客观、全面地了解信息，辩证地分析各种网络信息。其次，在校园网及图书馆网的重要版面上对一些热点问题

进行正面引导，创建专门的网站，占领网络阵地。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学校党委宣传部依托校园网，在互联网上创建了

名为“焦点”的网站，设有教职工理论学习、学生理论学习、《党章》、邓小平理论研究、热点透视等栏目。师生可

随时从网上阅读及下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著作，了解理论学习的动态。第三，

推广网络实践，加强思想教育。在ＢＢＳ上对心理咨询、勤工助学、就业信息与指导等学生关心的话题进行探讨，激

发学生参与网络信息活动的热情与兴趣，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最后，主动出击，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占领网络文化阵地。一方面，通过网络渠道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另一方面，加强中文界面网络信

息的输出，用健康的、有用的、科学的文化资源去占领网络文化阵地。               

3 提高网络管理人员的素质              

网络教育和管理人员自身的道德文化水平和信息化程度是网络健康运行的必要保障。网络教育管理人员必须不断提高



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思想水平，学习和了解相关的信息政策、法律法规及管理条例，增加新的网络知识，加强安全意

识，经常进行安全检查，保管好口令，对数据备份等。              

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坚持方向引导与政策引导相结合、技术引导与道德引导相结合、

集体引导与自我引导相结合、动态引导与静态引导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网络管理办法，积极营造强化网络道德自

律意识的良好氛围，宣传网络道德，引导学生“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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