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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网络时代已悄然而至，逐渐渗

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高等院校也不能例外。本文主要探讨网络环境对高校青年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以

及相应的对策。希望能够为高校更好地开展网络环境下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互联网；高校学生思想；负面影响；对策。 

 

 

在我国，高等院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重任。大学生的

思想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社会整体价值趋向和青年人对物质世界的客观认识。在新的形势下，

伴随着高科技的日新月异，一种名为“国际因特网”（以下称：互联网）的传媒途径已经进入了以往宁

静的高校校园，占据了学生的一部分生活和学习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对学生思想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

用，不仅对学生的“三观”改造和人格塑造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

问题。 

互联网以其传递速度迅速；传播的信息密度大、覆盖面广；传播的内容量大、庞杂；传播效率极高

等特点对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巨大影响。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十

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到2003年年底，在7950万中国互联网用户中，

有29.2%为学生；从用户年龄结构中可以看出34.1%为18-24岁的青年人，这部分青年中57.2%的用户正是

在校的大专以上学生。从以上数据我们不难得出，中国的大学校园是中国互联网用户人口最密集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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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应该说，互联网对高校学生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互联网使高校大学生了解知识更丰富，学习方式

更灵活，学习成果更有效；同时，互联网也为高校大学生信息交流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但是我们也必

须看到互联网对高校学生思想冲击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没有哪个时期高校学生的思

想比现在活跃和易冲动。互联网使交流方式多样化，带给了学生交流的便利，但是又以其虚拟性和复杂

性给学生思想带来了一定的撕裂和扰乱。学生更愿意在网络上结交自己认可的知心朋友，而不愿意相信

自己身边的同学和老师；学生更愿意接受互联网上一些人给出的所谓事实真相，而不愿意相信或者根本

不采信官方的报道观点。 

具体来讲，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信仰迷失，喜欢运用“民主”说辞， 

缺乏意识形态认同 

 

互联网以其广泛的、多视角的观点阐述为高校学生开辟了思维空间。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的看到，

由于互联网上信息安全监管不利、小道消息、虚假消息丛生，这些有毒信息混淆视听，又多以“民主”

“真相”“揭密”或者其他伪装形式冲击学生的眼球。比如，刻意贬低一些对民族有功的英雄人物、国

家领导人；或者积极为早已被历史唾弃的民族败类翻案；再或者把现实国家的一些个体事件无限放大。

这些消息对从小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下的高校学生来说，既感到无法理解，又充满诱

惑力。一些学生还以了解这些小道消息为自豪，在其他学生中传播。再者，互联网中都是虚拟身份，学

生在其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基本不受制约，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人经常在各大论坛批判国家体制、抹黑国家

形象、炫耀西方民主，部分高校学生片面以互联网上的信息作为事实依据，非理性地将现实中的一些事

件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进行比较，得出非理性的观点。这就造成高校部分学生对现行社会制

度极端反感，对国家民主建设肆意否定，信仰认同完全丧失。他们万事都以“民主”做盾牌，听不进别

人的观点，对社会采取完全批判的态度。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二、思想激进，喜欢采用“极端”手段， 

缺乏理性思考空间 

 

时下的高校中，青年学生中通过互联网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国内外发生的各种大事。高校学生的业

余时间相对较为充沛。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类交流的。笔者发现在国内几个大

的论坛 “强国论坛”“中华论坛”“南大小百合”等中，经常聚集一些爱国青年，他们基本都是高校在

读生，他们对政治改革、国计民生、国际关系等事务非常关心，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建议和观点，他们有

强烈的国家认同，网络中也把这部分人叫做“愤青”，他们对那些只谈民主的人不屑一顾，称他们为XP

（取“擦屁”之意），双方格格不入在论坛中经常唇枪舌战。但是所谓“愤青”的许多人民族主义思想

异常强烈，对待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极端推崇，但是对待外国，尤其是美国、日本的一切事务主张不加思



考和批判的抛弃，甚至不惜以战争解决现实问题。这部分学生也主张以“极端”的方式处理海峡两岸关

系、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可以用抹杀尽台湾生灵的代价来实现。他们通过互联网了解到的新闻事件，

在论坛中发表意见，聚集人气，在同城组织各种抗议活动，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比如，在浙江大学的

“中韩学生事件”中，互联网就对事件的走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迷恋虚拟，对现实生活概不关心， 

缺乏集体观念 

 

相对那些关心时政的学生而言，还有一部分学生利用互联网主要是玩一些网络游戏和聊天。有的学

生利用高校管理相对宽松的便利条件，长期沉湎于网络之中，上课逃课、活动不参加、学习应付、经常

玩通宵。他们心中只关心自己在游戏中的“级别”、“经验值”、“战斗力”等游戏要件，与同学基本

不交流，不清理寝室卫生，过着与同学“隔绝”的生活。还有的学生在游戏中结识网友，通过内部交

流，结成虚拟联盟，有的甚至还结成虚拟家庭，之间以“夫妻”相称，俨然是一副现实家庭的样子。他

们对自己圈子里面成员的日常活动感兴趣，但是对周围人缺乏热心，甚至对自己也不关心。笔者所在城

市某重点大学的一名学生玩网络游戏在网吧一住就是七天，期间基本只以少量饼干充饥，结果猝死网

吧。 

 

四、寻找寄托，喜欢隐蔽自己， 

缺乏言行一致性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高校学生的交流方式，学生们更愿意利用互联网与别人进行交流。他们在与

老师同学的面对面交流中可能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如果在网络中他们可能侃侃而谈。学生更

愿意使用E-mail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看法，更喜欢在BBS上发表对学校领导的意见，但是如果给其直面的机

会，他们又会说没有意见并且给予一定的认同, 这就造成了部分学生的表里不一的心态。有的学生在现

实中健康积极，与同学老师关系密切，但是当他们在网络中可能自然不自然地满口污言秽语，发表一些

不负责任的政治言论。尤其是一部分学生在网络中完全塑造了一个“完美”的“自己”，他们以“自

己”与别人交流，获得对方的信任，但是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却被隐蔽。高校中经常发生的网络交友诈骗

案就是这样的一类行为。震惊全国的云南大学“马加爵事件”的案犯马加爵在同学眼里是个老实巴交的

学生，但是在其电脑里却是大量色情凶杀影片，不可否认网络在为其提供犯罪动机上起了无形的暗示作

用。 

 

五、习惯接受，不愿自我思考， 

缺乏辨别是非能力 

 

在现实社会中，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事件的大量相关观点，高校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应该说还



是没有完全塑造好的，因此，他们很容易把互联网上的他人观点不加思考地变为自己的观点，这种被动

的接受方式，使得学生对一个自己喜好的信息来源过分信任，造成信息来源的单一性，对其他人的观点

不能给予公正的评判。笔者留心看过一些论坛的跟帖情况，发现如果发帖人的文章文笔流畅，篇幅较

长，事件引用量大，即使观点不算特别明确，下面跟帖的人数仍然会很多，且绝大部分表示赞同。跟帖

人根本不去深究作者的立场，而是片面的接受。互联网提供的资源过于丰富，也造成了部分高校学生极

端依赖于它，独立思考意识下降，这在学生攥写学期论文、提交教学报告的时候，非常明显，基本全是

抄袭互联网上别人的成果。这对学生以后的治学处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然笔者并不是要把互联网比做洪水猛兽，并不是要刻意强调它的负面影响，并不是要说明我们无

能为力，而是要激发高校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以谨慎和务实的态度来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作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要以一种有远见的态度来加强互联网网络信息安全。这是一个新的阵地，只

有我们占领了它，它才能够为我们服务，才能够成为教育青年和鼓舞学生的强大思想武器。针对西方的

思想渗透和文化侵蚀进一步加剧，大学生利用网络形成的违法和不道德行为日趋增多等新情况，高校可

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净化网络空间，为学生开辟一方网络净土。 

首先，高校应该积极开展互联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

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要求，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注重发挥网络载体在信息传播与思想传播中

的强大优势，积极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校应该整合现有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有步骤、有目标

地向网络思想教育方面靠拢，这是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当然，高校必须从实际出

发，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征、情感特点，要敏感地观察他们的需要、期求和偏好，从而采取相应的

教育和沟通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同时，高校应该积极主动建立，例

如：红色网站、网上党团校、网上纪念馆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通过自己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教育制

高点，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 

其次，高校必须及早建立高校互联网网络信息安全审查制度。由于高校网络中经常有少量无聊或者

别有用心者发表一些低俗、不道德、反动、具有煽动性的内容，这些有毒信息，对学生具有很大的诱惑

力和欺骗性，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培养百害而无一利。因此，高校网络管理必须及早引进互联网网络信息

安全审查制度，对那些有害信息一定要及时清除，确保网络信息健康向上；要从管理的角度入手，牢牢

把握校园网和相关网络服务的服务性和教育性。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网络活动空间。 

再次，高校要加快和改进自身网络硬件的建设。高校应该在自身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上下

大力气，只有自己的信息资源对学生有了吸引力，学生才能从校外回到校内，才能重新占领这块阵地。

高校校园网站和论坛BBS绝大部分上都有内容乏味、消息陈旧、信息量小、界面单一的缺点，难以找到多

少吸引学生、有利于学生成长、成材的东西，这样的一种状态，怎么可能满足“挑剔”的学生的需求？

因此，高校必须认清网络硬件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合理投入、优化控制，使互联网网络真正为学校

建设服务，为师生教学服务。 

 

六、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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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信息科技的世纪。互联网的发展势不可挡。高校必须以对学生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民族

负责的态度来解决目前的一系列问题，并且要主动出击，改变观念，尽最大的努力将互联网网络思想教

育纳入自身思想教育体系之中，使互联网能够为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贡献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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