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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论述信 息网络的特点及对青年身· 发展所 带来的积极的和消 

极的影响，提 出j思想政 治教育I作必须抓住时机，对原有的方式方法进 行创新，实 

现教育观念转变，注重新形式下的I作研 究和思考，认真研究信息网络文化特 点，加 

强网上宣传教育 I作队伍建设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的理论研究，使信息网络在充分 

发挥教育与服务功能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I作的新载体。 

关 键 词 ：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网络；教育策略 

中圉分类号 ：G 641 文献标识码：A 

现代信 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特别是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的 日益普及 ，使现代社会越来 

越进入“信息网络时代”，信息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据统计．列 2000年 

2月止，我国网民已达 890万，居世界第 8位，而 固特网使用者的平均年龄是 35岁，比电脑使 

用者的平均年龄 40岁还低 5岁。这说明青年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主要社 会群体 』。而大学 

生又是网络的受众主体之一，这个 日益壮大的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的网民群体的思想政治素 

质如何．对我国未来发展关系巨大，有人说：互联 网是一把“双刃剑”l2 ，它为青年带来机遇， 

帮助青年步入了成长和发展的“快车遭“，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使许多 

青年在互联网中消极沉沦、误入歧途 。如何认识和利用信息网络对于青年的影响，是社会对思 

想政治工作提出的严峻课题，也对做好新世纪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 信息网络的特点及对青年身心发展的影响 

1．1 信息网络的特点 

人类创造了信息网络，信息网络反过来又以自己特有的价值和意义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 

个角落，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①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 比，基于个人电脑的信息网络更富有共享 陛、广泛 

性_| 和民主性。 

信息高速公路 的建设，使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超，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大大缩 短，信 

息成为全球共享的资源．信息网络使人的交往方式更具广泛性，人们可在几千万甚至更多的人 

员中选择交往对象，并同时可和其中许多人交往，同时信 息网络弱化了个体对社团及他人权威 

的相对依附，使更多的个人和群体享受到民主和平等。 

②信息网络具有快捷性和很强的渗透陛。 

网络技术使生产力更趋向于高度扯会化 、全球化方向发展；信息凭借网络的高速专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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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之外的人们可以“当面交谈”、研讨学术、交换信息，提高了人类信息和资源 的利用率。同 

时信息网络在不断演进 自身的基础上还迅速地与其他文化特质相结合．形成 了一个庞大 的文 

化丛，其应用渗透到教育、政治、经济、科技等众多领域．具有很强的渗透性H 。 

③信息网络具有虚拟性和不可控制性。 

由手网络行为具有虚拟性或数字性的特点，在阿络交往的现实生活中人们自然或社会的 

特征如年龄 、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等都被隐去或匿名化，同时因为网络上运行的信 

息是公开的、共享的，只要通过一台联网的计算机，就可以接受或传播各种信息，其过程无需登 

记，完全 匿名，具有很大的自由度，而且也没有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因此其个体行为和引发的 

后果难以控制。 

1．2 信息网络对青年身心发展的影响 

青年作为信息网络的最大的受众群体，由于其传统的文化承袭较为薄弱，更少文化惰性， 

因此更具有文化变革的适应性，更易接纳文化潮流的时代变迁，因此更易受到信息网络 的各种 

影响。基于信息网络的上述特点，它对青年受众的身心有以下积极影响： 

①信息网络的的共享性 、广泛性和民主性特征使文化作为无形资产瞬间扩散到各地，达到 

了文化增值，激发了青年们的创新意识。 

全球信息网络的连通使得出现了跨国家、跨时空、跨 民族文化传统的大交流，它使得 人们 

在交流中产生思想的火花，容易激发受众创新知识和探索求知的念头，阿络文化在一定程度上 

使受众摆脱了对知识权威的从众心理，更有利于创造性的发挥，而信息阿络的高科技特 点进一 

步使他们意识到脑力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重要性 从而增强培养其创新能力的 自觉性和主动 

性 。 

②信息网络的陕捷性和渗透性开阔了其受众的知识视野，提高了学习效率， 

由于信息网络是一种高速 、百科全书式的资源．有关政治、经济、教育 、社 会生活各个方面 

信息的数据库 充满整个 网络空间，青年学生一旦进入网络世界，只须具备一定 的检索方法．即 

能快捷方便地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邀游。信息阿络降低了学习成本．节约了学习时问，提高了 

学习效率．这是其它任何教育媒体所无法 比拟的。 

③信息网络本身营造的网络环境符合青年的身心持苣，易激发他们的自主意识，培养苣我 

教育的能力。 

青年时期是人的心理“断乳期”、自我发现期。他们的成人感和独立意识急剧增强 ，自我意 

识和行为的 自主性 比较突出。在网络环境中．青年人越来越认为，虽然他们在不断地接受教 

育．但却是依靠征服信息获得教育和知识的，而不是知识的消极接受者。他们既可以参考教育 

者和家长的意见，但亦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或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需要选择自己适合的知识结 

构。这样就形成了学习 自主化的一种趋势．更有利于促进青年的个性发展．调动他 们学习的 自 

觉性与主动精神。 

信息网络对青年身心发展的消极影响表现为 ： 

①信息网络的全球性、不可控制性易造成青年思想的混乱，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 申突与 

失范 。 

信息阿络具有开放性．它完全打破了国界，而且由于信息网络的基础语言是英语．主导国 

家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其运行的信息大多隐含着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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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带来了大量信息的同时也可能消解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的民族文化，这对于世界观、价值观 

并没有完全成熟的青年来讲，很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同时使青年价值观产生倾斜、思想被同 

化，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在这多种观念相互激荡、多种思潮相互影响、多种文化相互融 

合的信息网络时代，如何正确和有力的引导青年发扬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 

要任务。 

②信息网络的匿名性和大量信息垃圾易弱化青年的道蒋法律意识。 

由于在信息网络上个人的自然、社会特征被隐去或匿名，因此其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也可 

隐匿而不受任何社会监督管理和他人约束，这极易形成道德、法律意识的弱化 同时，信息网 

络中散布的信息垃圾如黄色、暴力信息以及低级趣味的网上游戏极易使青年谩 入歧途 。青年 

人固有的特点也可能引起 电脑行为、网络行为的出轨，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沦为“网上黑 

客”．走上违法乱纪的犯罪道路。 

@信息网络的广 性 、虚拟性特征，易导致青年“网络上瘾”，从而造成人际交往障碍。 

因特网技术弥补了其它联络方式的不足，具有广 性、间接性和安全性。在网络中，人们 

联系的方式是网络，不用直接面对面，这就激发了彼此之间的神秘感，促使人们有美好的想象 

和交往热情，在网络上人们也不用担心围泄露秘密而失去面子和自身利益，因此人们很容易获 

得为人处世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甚至感受到 自身价值的极大化。与这种虚拟世界相 比，现实世 

界的缺陷十分明显。因此每当在现实世界中受到挫折后，就 自然 会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 

网络中去寻找虚拟的完美人生。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网络中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对于易于接受 

新事物的青年人来说有着无限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往往会导致他们对网络的过分迷恋，甚至 

染上“网络毒瘾”，上网后出现焦虑、忧郁、人际关系冷淡、情绪波动、烦燥不安等现象．从而影响 

正常的学习生活，严重危害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2 面对信息网络．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应对策略 

传统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都局限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如今信息网络将青年思 

想政治教育的时空进行了无限的拉大，对其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同时也为其发展和完善创造了 

新的契机。面对信息网络，思想教育工作必须抓住时机，积极应对信息网络的挑战，对原有的 

方式方法进行创新，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扬网络之长，避 网络之短，使 

信息网络在充分发挥教育与服务功能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 

2．1 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引导学生自主参与整个教育过程。实现自我教育 

面对扑面而来的经济时代、信息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帮助青 

年学会分析复杂的各种现象，获得一整套的知识和能力，学会正确地观察和分析事物，用批判 

的态度对待大量的信息，增强对信息社会的适应能力。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出的那样： 

“未来的学校应把教育的对象变成 自己教育 自己的主体。受教育 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 自己的 

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这种个人同他自己关系的根本转变，是今后几十 

年内科学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州 】因此，针对信息网络时代的特点， 

教育者要树立起受教育者主导地位和引导其自我教育的观念，构建成一种新型的师生互动关 

系；认识并尊重他们的主体性，调动和引导他们的选择性，成为他们知识的开门人和心灵的守 

护者 ；唤起他们的兴趣、热情和好奇心，引导受教育者将其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使受教育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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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习、工作、研究 、发明，学会参与整个教育过程。 

2．2 注重工作研究和思考，利用信息网络的优势开拓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领域 

面对科技发展 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初露端倪的大趋势，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注重工作研究 

和思考。这就要求我们用现代科技知识与观念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认真研究思想政治工作与 

网络的结合点．更好地按照科学的理论方法和网络传播规律来开展工作。在充分发挥 传统 的 

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的基础上，研究网络受众的心理，利用网络技术，拓展思想政 治工作 的新领 

域．实现科学化、现代化，以增强实效性和针对性。主要措施有 ：进一步提高教育网络基础设施 

的水平．加强教育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在高校中加快校 园网的建设步伐 ，加大投资，扩大开 

放度。比如可在现行 网络上开辟思想政浩教育工作管理同站，将各种信息资料输入网络，并可 

利用网络收集学生对学校事务的建议及学生关心的问题。认真挖掘网络的正面教育功能。依 

靠学生的主动参与，成立包容学习、教学、生活、娱乐为一体的学生网站。高校亦可开发出一些 

德育软件。把有关教育内容编成寓教于乐的电子软件，以吸引学生主动使用。还可在同上设立 

谈心室、开办电子刊物、举办同上征文等，逐步把网络建成重要的思想教育阵地。网上的思想 

政治教育应该不是孤立的枯燥说教，而是要与学生成才、发展紧密结合，将主流文化、价值和意 

识形态贯穿在学生的成才发展中，使学生在网上浏览中受到潜移默化 的教育。 目前 已有 一些 

高校开始注意利用校园新闻的交互性．鼓励访问者参与网上讨论，对网上消息发表看法，或对 

学校的工作提出建议。并针对热点问题组织部分学生骨干和教师在网上阐述正面观点，加强正 

面宣传。比如。北京大学在“邱庆枫事件”中组织专门力量在网上发布正面消息．在相当程度上 

抵消了同上负面信息的影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 3 研究信息网络文化的特点．把网络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在构筑健康的校园网 

络文化的同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拓展校园文化内涵 

校园文化是以大学生为主要对象，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 园为主要空间，具有校 园 

特色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它所形成的传统风气．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物质力量，可以激励 

学生不断进取。它所具有的教育优势可以对信息网络文化的消极影响起着抑制作用 】̈。在学 

校中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如：开设社会科学、文艺、美育等选修课，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有 

计划地聘请一批著名艺术家、社会科学工作者开设系列讲座和报告，内容可涉及戏剧赏析、音 

乐美学、文学漫步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各个方面，以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来填充青年学 

生们的自由空间，吸引学生的参与，营造一个思想作风正、引人向上的外部环境 ，使学生在 良好 

的氛围中学习和生活。 

2．4 加强网上宣传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强化网络道德建设和网络法制教育 

信息网络时代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是新时期思想工作的一个新课题，要抓好此项工 

作，关健是要有一支思想上、技术上过硬的队伍。因此，高校领导应 当把此项工 作列入议事议 

程。健全机构，明确职责。既要加快培养一批既懂网络技术又有较高思想政治觉悟的专职网络 

宣传教育工作队伍，又要建立一支覆盖面广、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 的兼职队伍。并把 网络培 

训作为一个经常性的建设计划。同时，要严格要求广大师生遵纪守法，根据现在国家制定的有 

关网络技术传播的法规，结合本校实际，对青年学生进行 网络道德与网络法制教育。用现实生 

活中的道德标准和切实可行的制度，来约束学生同上行为，增强学生同上的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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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指导思想政治工作 

信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全新的社会工作，追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的理论研究有许多新的课题，如：网络社会的特点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问题、网民的思 

想特点及对网络行为的影响问题 、网络道德建设问题 、网络规则、法制教育问题与 思想政 治教 

育与网络相结合 的切入 点等等。只有从理论上解决 了这些问题，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提供指导．从而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3 结柬语 

总之．信息网络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为青年一代的成长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同时也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提 出了全新的课题。我们只有以科学的态度和战胜困难的 

决心，高度重视、正确对待．发扬信息网络的积极影响，及时剔除和转化网络带来 的负面效应． 

正确引导青年，才能使信息网络成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其培养、教育 、服务功能的新载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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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network and young peopl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 ANG Li—rain 

(Stl|d叽t Department．Bdjin8 Ir~tAme。f Mackdnety，Bebmg 100085．China) 

Abstract：Grasp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innovation of the old patterns and methods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ies of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the active and pass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young 

people’S body and mind Transform the education conception．Lay Stl~eSS on the research and study 

the work under new circumstances．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culture 

and stl~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king team in c}1arge of propagation and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on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 on the web，so that the infor— 

mation network could become the new carrier of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 work in∞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base of a full development of its function on education and service． 

Key words：ideology and polities；information network；educational ta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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