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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从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谈起  

 

刘钧演、涂敏霞 

 

 

网络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显著的，网络改变了青少年一代感知、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影响

着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对青少年影响是深刻的，本文试图通

过网络对青少年道德影响方面的调查数据，来探讨网络时代如何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一、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于今年4至6月进行了一次网络对青少年影响的调查。本次调查采取随机

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在校的800名青少年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发现，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

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青少年上网的时间过长 

调查数据表明，青少年的上网时间总的来说是过长的，平均每天上网时间在3至4小时的占18.3%，5

至6小时占5.7%，7小时及以上的占4.4%，2小时左右的占21.4%，1小时左右的占21.1%，少于1小时的占

29.1%。调查中，当问到您最长一次上网的时间是几小时时，回答9小时的竟占31.8%，5小时至8小时的占

25.9%。 

调查数据显示，一星期中天天上网的青少年占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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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上网主要是利用课余时间，如下午放学后或晚上，而占用上课时间上网的将近13.5%。 

青少年上网的时间过长，沉迷于网络的虚拟世界中，给青少年的社会化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2．青少年上网的内容 

青少年上网，主要做些什么呢？调查表明，“查资料/做研究/学习”的占27.3%，“聊天”占

27.2%，“玩游戏”占14.6%，“收发电子邮件”占12.5%，“下载歌曲、电影、图片等娱乐内容”占

13.9%，“看新闻”占1.8%，也即是说，用于聊天、玩游戏、下载娱乐内容等的比例高达55.7%，超过

“查资料”、“收发电子邮件”的39.8%。 

在网上，各种各样的信息纷繁复杂，良莠不分地呈现在青少年的面前，使得没有足够辨别能力的青

少年较容易受到影响。调查发现，29.9%的青少年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与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格格不入的

政治言论”，64.8%的青少年玩过网络游戏，而玩过的网络游戏中有暴力和色情内容的占14.3%。 

在网上，由于其匿名性，使得一些人缺乏约束力，可以在网上尽情地发泄。调查发现，27.2%的青少

年在网上把自己装扮成另外一个人，而在网上实行一些违规行为（如说脏话，施行人身攻击，盗用别人

的用户号码或密码，进行智能犯罪等）的青少年占19%，（其中经常占4.1%，偶尔占14.9%），青少年对

黑客的态度，崇拜的占6.7%，欣赏的占9.7%，无所谓的占26.7%，厌恶的占56.9%。 

在上网时，50.2%的青少年曾经无意中看到含有色情，暴力内容的网页，39.2%的人表示没有看到

过，青少年喜欢上网聊天，57.1%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在网上有特别聊得来的朋友，表示没有的占

42.9%，同时，19.3%的人认为自己曾经跟网友见面。他们在网上认识和交流的主要是与自己年龄相当的

人。 

3．青少年对上网的态度 

调查中，青少年认为使用互联网对学习“利大于弊”的占35.0%，“弊大于利”的占13.9%，“利弊

相当”占51.1%，可见，部分青少年已经意识到了过度使用互联网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调查中，我们

还列出了对互联网的一些看法，以征求青少年的意见，如表1所示： 

 

表1：你是否同意下列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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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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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上网时间过多，有上网成瘾的迹

象； 

9

.1

1

7.1

10.6 33.2 29.9

我在网上经常骂人； 
3

.5

3

.4

6.2 28.1 58.7

为了上网，吃饭睡觉都耽误了； 
4

.4

9

.5

9.5 30.1 46.4



 

从上面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到，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青少年上网时间过长，上网成瘾。从调查结果来看，青少年本人都认为自己有上网成瘾的

迹象，并且认为，因为上网影响了自己的学业和正常的人际交往，影响亲子关系。严重的还导致各种心

理疾病。 

（2）网络上的色情，暴力的内容使青少年深受其害。调查表明，青少年认为人们上网成瘾的原因主

要是“网络游戏”，而目前的网络游戏中暴力内容已经在毒害青少年。据了解，很多青少年是接触网络

后走向犯罪的，而在押的青少年犯罪者中，有70%左右曾经沉溺于网络游戏。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价值

因为上网而忽视学业，工作和其他事务； 
4

.1

8

.6

10.9 31.8 44.6

因为上网而与父母发生冲突； 
4

.1

9

.0

10.2 28.6 48.1

我在网上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色情内容； 
1

1.8

1

3.8

26.3 15.7 32.4

因为上网而向别人借过钱； 
2

.6

3

.1

6.4 17.4 70.5

在网上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应该遵守基本的

道德规范； 

5

5.4

3

1.5

7.6 2.5 3.0

我使用的基本上都是非正版的软件； 
1

2.6

2

0.4

28.1 19.1 19.9

黑客行为是违法的，不值得模仿； 
4

9.7

2

0.5

15.7 5.1 9.0

网络使用减少了人际交流； 
7

.3

1

7.4

23.1 29.4 22.8

我赞同网恋； 
7

.2

8

.8

25.5 24.8 33.7

网友的话曾经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8

.7

1

6.8

26.2 23.9 24.4

我觉得与网友更容易成为知心朋友； 
1

0.1

1

4.2

30.0 24.5 21.3



观形成期，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大量接触游戏中的暴力情节会习以为常，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

往往会想到用游戏里的方式解决。容易产生过激的行为，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网络充斥的色情内

容，使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极容易受其影响，走向性犯罪的道路。 

（3）网络上个体身份的虚拟性、多样性、随意性和隐匿性使部分青少年放纵自己的言论，尽情发泄

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具有煽动性，使青少年缺乏社会责任感，容易使青少年受到影响，仇视社会。 

 

二、面对现实的反思 

 

面对网络给青少年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我们的教育和青少年工作者，值得好好反思，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情况，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工作究竟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原因何在？ 

1．青少年为什么会长时间沉溺于网络 

青少年正处于学知识，长身体时期，他们本应该无忧无虑地在学校快乐学习，在社会快乐成长，然

而，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孩子并不快乐，原因主要有下面几点： 

（1）学业压力大。现在虽然高考入学率比以前增加了很多，但学生的学业压力是有增无减，在学校

以学生的学习成绩论英雄，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很多学生对学习缺乏兴趣，在家里家长望子成龙心切，

家长的高期望值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孩子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就通过上网来逃避现实生活的压力，感

到苦闷，觉得生活没有乐趣。 

（2）心理压力烦恼无处宣泄，因此，网络游戏以其虚拟性、隐蔽性和交互性吸引青少年，在这个虚

拟世界，青少年能够做很多现实社会规范所不允许的事情，比如结婚、杀人、随意骂人等，可以随心所

欲地宣泄。一部分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挫败感，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的青少年就很容易被吸引到网络的虚

拟世界中。 

（3）家庭教育的缺失。孩子长时间沉迷于网络，很多都是家庭方面出了问题。有些是父母离异，在

家里得不到温暖；有的是父母忙于生计，无顾及孩子的心理需求，使孩子觉得孤单，因而上网打发时

间，寻求温暖；有的是父母没有掌握科学的教育子女的方法，与子女沟通存在障碍，亲子关系紧张等

等。 

（4）同辈群体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弱化。在人的一生中，同辈群体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现在的城市青少年，大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大都忙于生计没有时间或没有意

识与子女多沟通，因此，他们在家中比较孤独。现在城市住的单元套间，邻里之间的孩子也不像过去那

样互相来往，社区又缺乏必要的活动场所和设施，孩子们渴望与同龄伙伴交往的愿望只能在网上实现，

上网交友，网络聊天，使很多人欲罢不能。 

青少年的自制能力较差，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苦闷、孤独时，就会寻找发泄的途径，而网络恰

恰能满足青少年这方面的需求。 

2．青少年为什么这么容易受网络的影响 

青少年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学校就向他们灌输各种主流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道德观，然而，现

实的情况却是，现在的很多青少年缺乏人生理想和追求，缺乏爱心，缺乏责任感，自私、冷漠。这说



明，我们过去在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中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过于空洞，教条，没有从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习惯做起，缺乏生命教

育。 

（2）教师、家长不能以一种平等、对话的方式来引导青少年，而是以一种权威式的灌输方式来教化

青少年，使青少年产生逆反心理。不恰当的家庭教育，使得亲子关系紧张、对立，孩子们不愿意听家长

“唠叨”式的教育，而更愿望听网友的意见。使老师、家长的教育无法入脑入心。而网络却能以一种平

等的、互动的方式满足青少年这方面的需求。 

（3）成人社会不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在误导青少年，使青少年深受影响。 

（4）缺乏对青少年进行媒介教育。在中国大陆，学校、家庭普遍缺乏对青少年进行媒介教育，面对

网络以及其他媒体上的各种良莠不分的信息，青少年不知道如何面对和分辨，极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

响。 

总之，现行的思想道德教育无论在观念上、具体的做法上都存在着许多不足，因此，当青少年在网

络上遇到各种不健康、甚至非法的东西时，缺乏免疫能力，轻易地受到影响。 

3．青少年为何这么容易接触到暴力、色情等游戏 

对网络缺少有效的监管是目前产生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未成年人可随意进出网吧玩游戏，一

些游戏软件的开发商缺少必要的社会责任感，为增强游戏的刺激性，不断开发出充斥着暴力、色情的网

络游戏。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也缺乏对网站的监管，使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垃圾信息和危害青少年健康成

长的内容。 

 

三、网络时代：如何开展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 

 

在网络时代，青少年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网络上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因此，他们的知识面广，思维

活跃、主体意识较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要取得成效的话，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改

进。 

1．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上，更加贴进实际生活 

在以往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存在着脱离实际的做法，无论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都要求他们以

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作为品德教育的目标，脱离实际，收效甚微。在网络时代，如果我们不进行改

进，还是按照以往的做法，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笔者认为，对未成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教育的目标是

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现代公民，他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呢？ 

我们在思想品德教育中，将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如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等内容逐步对青少年

进行教育。笔者从近年来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当前对未成年人思想品德教育，有几点要着重加强。 

（1）加强对青少年人文精神的培养，使青少年拥有“精神家园”。鼓励青少年多读书，读好书，通

过阅读经典名著，陶冶情操。 

（2）强化日常生活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和公德意识培养。要让青少年知道怎样做人，懂得做人的基

本责任和义务，教育他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学会尊重他人，懂得遵纪守法，具有团队合作的精神等。 



（3）生命教育。目前对未成年人进行生命教育尚属起步阶段，很多家长和学校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认

识。让孩子懂得珍惜生命，关爱身边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培养孩子的爱心和对生命的敬畏感。这样，

就不会轻易伤害生命，不至于碰到一点挫折时，轻易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会轻易地受网上流行的

“自杀手册”之类的东西的影响。 

（4）生存教育。在应该教育的体制下，学校教育的内容大都围绕考试的内容来开展，缺乏对青少年

进行素质拓展训练等一类生存教育。家庭教育中，由于是独生子女，家长对子女过于溺爱和保护，使得

青少年懦弱，依赖性强，缺乏毅力，缺乏合作精神等。因此，要多开展户外拓展活动，通过户外拓展活

动，磨练青少年的意志，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 

（5）媒介教育。培养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是媒介教育的核心。加强对青少年进行媒介教育，提高对负

面信息的醒觉能力，同时，学会用媒介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帮助青少年发展一种认识媒介，建设性使用

大众媒介能力，促进自己健康发展。媒介教育是最具建设性的，也是最有效的防止媒介负面影响的方

法。 

2．在开展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中，要注重应用科学的，人性化的教育手段和方法 

（1）在网络时代，开展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教育，要改变过去灌输式的，权威式的，教育式的方法

和手段，巧用现代媒体和工具，变单纯灌输为平等对话式的教育方式。让青少年多参与社会实践，从实

践中去感悟，去体验。 

（2）充分利用网络，开展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既然青少年喜爱上网，作为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者，

就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来开展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如大力发展青少年教育网站，以

生动、丰富的内容来吸引青少年。政府应从政策上支持游戏开发商开发有利于培养青少年良好的思想品

德，良好的行为习惯的软件，利用游戏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来培养他们的优良的道德情操。 

3．净化社会风气，整个社会要形成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环境 

成人社会要形成一种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只有这样，才能对青少年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全社

会要树立科学的成才观，改进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以及选择人才的机制，使青少年真正从应该教育的重压

下解放出来，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满足他们心理与成长的需求。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我们的教育目标

要着眼于让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而不仅仅是学会知识。 

4．改善家庭教育，提高家长教育子女的水平 

父母是青少年网络经验形成和改变的最直接影响者，家长教育子女的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到子女的

健康成长。笔者多年来的研究经验表明，提高家长的素质，改进家长教育子女的方法对青少年能否健康

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家长要与时俱进，树立科学成长观。对子女长远的发展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要急功近利。现实

生活中，大多数家长望子成龙心切，片面地认为只要学习好，考上重点大学，孩子将来的前途就会一片

光明。因此，一天到晚逼着孩子学习，给孩子增加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使孩子产生厌学心态，觉得生活

毫无乐趣，使孩子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或上网成瘾，或离家出走，或自杀等。 

（2）家长应改进与子女沟通的方式。21世纪的青少年，他们处于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通过网络，

他们获取的信息甚至已经超过了家长，家长的权威性正在逐步丧失。因此，家长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尊重自己的子女，以一种平等的对话方式与子女沟通，了解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关注他

们的心理需求和心理健康。 

（3）家长要学会电脑，掌握网络知识。最好的办法就是家长和孩子一同上网，引导孩子怎样分辨信

息的好坏，怎样进行自我保护。家长如果有时间还可以适当与孩子一起玩游戏，但一定要严格控制孩子

上网的时间，每天不宜超过2小时，这样，家长与子女沟通时共同的语言就更多一些。此外，利用过滤软

件，避免孩子接触到不良的网络内容也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5．共青团等各级青少年工作机构，积极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在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共青团，少先队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现在的中小学生的生活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室内活动多，户外活动少；模拟体验多，生活体验少；间接体验多，直接体验少。

针对这种状况，共青团、少先队可以组织青少年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素质拓展训练，如深受青少年

喜爱的志愿者活动，环保活动，希望工程，青少年户外拓展训练，夏令营等。通过这些活动、训练，培

养青少年高尚的情操，良好的道德修养，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此外，利用青少年普遍喜爱上网的

特点，组织学生进行网络编程大赛，动漫设计比赛，将青少年从单纯迷恋网络游戏引导到电脑程序设计

这方面来。 

6．加强社区内青少年工作，活动阵地的建设 

青少年除了在学校上学的时间外，寒暑假、节假日大多数时间都在社区里，过去，我们较忽略社区

的青少年工作的开展。实际上，加大对社区青少年工作的力度，对培养青少年优良的思想品德是非常必

要的。在社区，可以组织青少年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如敬老爱老活动、志愿服务、环保活动等，通过这

些活动培养青少年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社区还可以举办家庭教育讲座，引导家长掌握现代的教育理念

和教育子女的方法，开展亲子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促进家庭和睦、改善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健康成

长非常有帮助。此外，加强社区青少年活动阵地的建设，增加一些体育活动场地，图书馆等，让青少年

在课余时间有地方去运动或娱乐，而不至于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电视或上网，客观上可以尽量避免青少年

上网过多，影响身心健康。 

7．加强对网络游戏，网吧的管理 

加强对网络的监控、立法的工作，做到“以法治网”、“以技治网”。加强网络立法工作，加强信

息网络方面法律的执法力度，加大对现有的网络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同时，应积极研究和充分利用各

种技术手段，有效地对上网内容进行监控、过滤纪录，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尽量避免青少年接触到不

良或有害的信息，加强对网吧的管理，坚决取缔黑网吧，对现有的网吧加强监控的力度，政府或社会团

体可以投资兴办“绿色网吧”，各个学校也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校园网，让青少年在学校里就可以上

网，避免他们到网吧里去，通过网络运营进一步的规范化，法制化以及网络环境的逐步净化，将网络对

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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