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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技术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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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代社会，网络信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并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尤其对

大学生来说，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之自主选择信息、自行加工信息和自由创造信息，不断开阔

视野、活跃思想、张扬个性，其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可以得到充分发展。然而，由于大学生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和稳定，一些学生难以在网络领域中主宰信息，正确运用网络技

术。从一些现象中可以看到，网络信息技术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迷恋与膜拜。所谓信息迷恋就是痴迷于信息;所谓信息膜拜，就是以信息为本的狂热

追求。这种狂热逐渐蔓延，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通病，它导致一些学生一味追逐信息的变更与吞吐，

而缺乏对信息的评价、选择与合理吸纳;它导致学生过度攫取和占有信息资源，不去考虑这些信息是

否具有实际价值。追逐信息变更和满足信息吞吐的典型表现就是各种各样的网络迷、游戏迷的痴狂，

他们把对新奇、诱惑、竞技信息的捕捉、更替为旨趣，以感官刺激为满足。长此以往，必定陷入到感

性化、快餐式的信息消费怪圈中。而这种信息消费方式，会逐步让人被诱惑信息所主宰，拙于思考而

疏离经典，缺乏理性而陷于肤浅。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部分大学生沉湎于网络，对深层理

想信念不重视，对经典名著不感兴趣，对什么事情都浅尝辄止的原因。 

第二，信息狂占与压迫。所谓信息狂占，是指以信息竞争为目的的狂热占有;所谓信息压迫，是

指在信息竞争中所产生的沉重负担。如无限度地购买网络信息产品和收集、下载信息而不整理、加工

和利用；无目的地重复获取信息而不讲信息的质量等。这样的学生，不是立足于自身获取、选择、应

用信息能力的提高，而是强迫自己接受、拥有更多的信息，以知识、信息的拥有量作为赢取竞争的资

本和尺度，其结果便是在信息的占有中迷失方向。 

第三，信息滥造与污染。所谓信息滥造，就是不合理、不正确地剪贴、复制、更改信息而导致的

信息量的膨胀;所谓信息污染，就是不负责任地扩散虚假、有害的信息垃圾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些

学生在网络中发布虚假有害的信息，不仅阻碍了自身的发展，而且也会增加别人搜寻和认识有效信息

的困难，甚至成为别人发展的障碍和陷阱。“通过信息工具和现代传媒手段，把人类生活集置入一种

平乏无殊的均匀状态之中。于是，一切价值等级体系都难以确立和维持，终极的、绝对的道德和信仰

理想势必变成了空中楼阁。” 

二 

网络信息传播改变了以往报刊、广播、电视信息单向传播的局限，第一次把信息传播变成及时互

动的交流，为人们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网络领域交往的发展，促进学生社会关系的丰富与

发展;网络信息的不断更新和极度丰富，为学生增长见识、获取知识、提高判断和选择能力提供了资

源与平台;网络领域交换、沟通的便捷，为学生的学习、研究乃至生活，消除了时空障碍，提高了效

率和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网络领域的虚拟空间，也为学生的学习、研究提供了理想化模拟和试验

的可能，提供了预测目标与预防风险的条件与手段，从而促进了学生能力的发展。 



 

不可否认，我们既要看到网络技术对学生知识、能力、社会关系、个性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的积极

一面，也要看到对学生发展不利的一面。 

第一，网络信息的海量性使学生难以获取有效信息。网络信息的海量性是指网络领域信息资源的

无限丰富性和快速变更性，它突破了传统媒体，如书刊、广播、电视等储存、传播信息的局限，实现

了信息跨时空的交换与连接。网络信息的海量性不仅表现在信息的容量、信息的种类、信息的来源以

及信息方式的多样性，而且表现在信息流变、传递、交换的快速性。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为学生发展

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但也会使许多人在网络的信息里迷失方向，无从选择，而一切都想选择与一

切都无法选择的迷惘会使学生产生焦虑。 

第二，网络信息的诱惑性容易使部分学生成瘾而丧失主体性。诱惑性是网络的一种特性，这种特

性主要表现为新颖性、奇异性、成瘾性。新颖性是指它的内容与形式无限多样地不断更新;奇异性是

指它的内容与形式奇特怪异;成瘾性是指它的内容与形式具有引诱、迷恋的作用。网络信息的诱惑性

既可反映、模拟现实诱惑性，还可运用网络方式制造诱惑性、强化诱惑性。网络信息诱惑性因人而

异，对追求新颖好奇、自主意识不强的青年学生来说，网络信息诱惑往往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如有的

学生追逐新潮奇异，有的学生迷恋智能竞技，有的学生满足于谈情说爱，有的学生沉湎黄色信息的感

官刺激，等等。一旦在网络中形成一种持久而难于解脱的信息满足状态，就意味着网瘾形成，表现为

学生被网络信息左右、控制，身不由己地丧失主体性，甚至成为网络的附庸与奴隶。主体进入网络本

来是自主、自由的行为，但主体在网络诱惑下丧失自主、自由，表现出反主体行为，这是网络中的典

型异化。 

第三，网络信息的虚拟性还容易造成学生发展风险。所谓网络虚拟性，是指有形的事物以及现象

在网络中以数字、图像、声音等抽象方式表达的特性。在网络领域，当人们把现实的人、事物、现象

进行数字化转化时，往往存在掩盖客观真实性，甚至在网络中制造虚假的人和事，发布虚假信息，这

使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难以鉴别。有些学生甚至把现实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通过网络技术加以放大和

扩散。虚假信息在网上的传播，对其他网络主体造成欺骗和识别上的困难。如果其他网络主体对这种

虚拟的信息、知识加以选择和应用，不仅会造成自己在时间、精力、情感等资源投入上的浪费，还会

导致不良后果，这就是人在网络中发展所面临的风险。在网络中机遇与风险并存，学生如果不能在网

络发展中规避风险，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第四，网络交往的虚拟性与诱惑性容易导致部分学生的反社会行为。网络交往是一种信息交往、

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相比，具有更加平等、自主、自由、广泛的特点。它完全建立在交往主体的自

觉自愿的基础上，并且在交往过程中，可以不受现实条件和利益关系的制约，把交往变为非功利的信

息与情感交流，也就是交往双方或多方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进行对话、渲泄、坦露、交流，只要交往

双方或多方接受、满意，交往就可以进行下去。这种具有平等、自由、自主性的交往，比起古代社会

的血缘等级、宗法等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等级交往，比起现实生活存在的一些不平等交往，

的确是一种进步。然而学生毕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网络中的虚拟交往不可能替代现实交往关系。当

学生在现实交往中感情受挫，又难以自我平衡和调节时，会选择逃避现实，趋向虚拟交往甚至迷恋网

络交往。如青年学生受到家长、老师严格要求和严厉批评后寻求网络慰藉，失恋者感情受挫追寻网

恋，失败或失利者寻找渲泄对象等，这样的学生发展下去，有可能由逃避现实进而发展到敌视现实甚

至反抗现实，成为现实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三 

如何削弱网络信息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笔者认为，首先，应辩证看待信息、网络技术产生的不

良影响。我们今天提出信息、网络技术的负面影响是在肯定其发展对社会发展包括大学生的个人成

长，有着极大的正面促进作用的前提下来说的，同时，我们所指出的这些负面作用还不是针对整个大

学生群体，而是针对部分人群的。即使是群体的部分人，也还是有具体条件的，不看具体条件，把学

生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统统归为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实际上也是偏颇的。即使如此，并不否认

我们探讨研究该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在现代科技背景下，大学生的成长确实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而这

 



些问题恰恰又与信息、网络技术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因而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们防患于未然并及早提

出对策、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针对信息和网络技术，要加强研究，弄清问题本质，然后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信息和网

络技术其实质是信息、网络技术对大学生的异化。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兴起，作为资源或财富

的信息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突出，人对信息价值的过分高估，对信息量的过度占有，对信息作用的过度

发挥，都会导致在对信息顶礼膜拜中发生异化，这与人对商品顶礼膜拜所产生的异化类似。这种异化

的实质是人以信息价值替代了人的价值，简单、抽象的信息、数字、符号替代了人的全面本质。要对

这种异化进行抑制和扬弃，就必须正确评价信息价值，合理使用信息，在信息社会中增强人的主体

性；在数字化、符号化交往与管理中，增强现代人文性，赋予数字、符号以价值性和情感性，避免抽

象化、简单化。 

最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自身免疫力。一方面，加强网上道德教育。网上道德教育

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求大学生能遵守网络的法律法规;二是洁身自律，不传不看有害信

息，包括黄色信息、反动信息、暴力信息等;三是积极维护网络的正常运转，不制造信息垃圾;四是避

免沉湎于网络中不可自拔。另一方面，要开展网络心理教育与咨询，防治网络心理疾病。针对网络给

大学生的心理造成的潜在或显现的负面影响，开展适当的心理辅导和咨询，对已经产生的心理疾病及

时治疗。 

（作者：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 

(摘自《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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