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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网络文化的发展使文化产业 

建设面临巨大挑战 

包罗万象、极其丰富，它是人类有史 

很大的影响。 

2．一些不健康的网络文化及青 

年学生对网络行为的错误认识导致了 
一 些网络失范行为。极少数思想幼稚、 

缺乏责任感的青年学生刻意模仿黑 

客，在网上非法截取他人信息或非法 

破坏他人网站，有的在网上散发病毒， 

甚至还有极少数青年学生在诸如“网 

大 等网站的BBS论坛上发表一些黄 

色低级的言论，聊天室里更是淫言秽 

语满天飞。这些不健康的网络文化使 

校园文化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网络文化的行为误导甚至导致了极少 

数青年学生的一些不道德的、违法的 

网络行为。 

3．随着一些青年学生沉迷于网 

络不能自拔以及对网络依赖程度的加 

深，它对青年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影响 

也呈逐渐递深的趋势。一些人长期沉 

溺于网络世界和虚拟空间，由于不能 

实现客观现实和虚拟现实空间的角色 

转换，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异化现象。 

他们由于缺乏社会沟通和人际交往， 

导致孤独不安、情绪低落、紧张焦虑、 

冷漠离群，更严重的出现较明显的精 

神病性的症状。这种状况与倡导生动 

活泼、文明向上、健康的校园文化是相 

背离的。 

4．一些青年学生把过多的时间 

和精力用在了上网方面，影响了自己 

的专业文化知识的学习。有的学生由 

于经常通宵达旦的上网，耽误自己的 

学习，没有取得应修的学分 ，被学校予 

以劝退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青年学 

生迷恋网络，不参加学校、院系和班级 

的活动，冲淡了校园文化活动的主题 

教育意义。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加强和改 

进文化产业建设提供了崭新的机遇 

1．网络文化拓展了思想教育的 

途径 ，促进青年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建 

构和自律精神的塑造。网上团校以及 

诸如网上党校、青少年教育网站等网 

上思想教育阵地的建立为思想政治教 

育开辟了新途径。学生管理干部可以 

通过网络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并以 

聊天的方式去沟通、解决学生的思想 

问题。网络文化的多元也就产生了多 

元道德并存的局面，这有利于培养青 

年学生的批判思维，学会自主选择，在 

批判，比较中建构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关爱在网络上流淌，网络使具有爱心 

的人走到了一块，相互关心，彼此真 

诚，最终使人的德性更加完美。网络文 

化的自主交互性和交往的虚拟性使青 

年学生能提高甄别真假的能力，有利 

于塑造青年学生的自律精神。 

2． 网络使青年学生能随时获取 

信息、更新知识，网络文化使校园文化 

得以延伸。网络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信 

息库，且处于不断刷新和时刻变换中， 

青年学生可轻点鼠标，随时随地从汹 

涌奔腾的网络文化信息库中选择有用 

信息。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知晓世界上 

最新发生的事件；可以通过浏览阅读 

寻找自己需要的文章或资料，甚至可 

以自己创作版面文章在网上发表；可 

以通过中国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网站、 

考研网站等查询对自己有帮助的信 

息。网络文化同时又是一座桥梁，使不 

同校园文化之间、校园文化和社会文 

化之间实现了更大的交叉、融合，使传 

统校园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减 

弱，加大了校园文化对社会的辐射作 

用，扩大校园文化的影响 通过网络所 

进行的远程教育和基于网络所进行的 

教育、招生，考试等崭新的教育方式对 

传统教育文化也产生重大影响，使教 

育对象的数量和范围都空前扩大。 

3． 网络文化丰富了校园文化的 

内容 ，拓宽了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网 

络的虚拟性、交互性、快捷性和开放性 

使人们的交往变得 自由而充满创造 

性，极大地拓展了青年学生的想象与 

创造的空间。网络文化越过传统校园 

文化的藩篱，使校园文化出现了新的 

内容。据对校园网络电子公告板 

(BBS)内容的调研显示，娱乐休闲内 

容的比例高居首位，平均为38．6％。青 

年学生通过网络得到诸如学习、专业 

等信息的同时，也使他们学会了如何 

娱乐，如何休闲。网络文化赋予了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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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自由和创造力，进一步拓展了 

人的自主活动空间，网络文化的建设 

传播和内化功能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 

涵，对传统的校园文化进行了有益的 

补充。 

三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保持文化 

产业的健康发展。 

1．丰富校园文化，加强大学生文 

化素质教育和自律教育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教育影响比 

网络文化具有更大的优势。积极参与 

文娱、体育、网页设计、各种辩论等丰 

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有利于引导 

大学生发展 自我监督、自我调节、自我 

反省、自我教育、自我批评的兴趣和能 

力，鼓励他们的进步。校园文化对学生 

的教育功能，是根据他们身心发展的 

规律，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高 

雅的审美熏陶和扎实的技能培养。校 

园文化集中体现着全体成员共同的价 

值观念，它像一根无形的纽带，联结着 

全体成员，其长期形成的传统风气，是 
一 种潜在的物质力置，能够激励学生 

不断进取，帮助大学生“在文化多元化 

和多样性的环境中理解、体现、保护、 

增强、促进和传播民族文化和地区文 

化以及国际文化和历史文化，能够抑 

制网络文化的消极影响，使大学生获 

得较完全的道德观念，形成科学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可以使他们在 

形成观念和相应的行为习惯后，去选 

择网络文化，消除其不良影响，寻找健 

康的文化生活。 

2．建立专门网站，利用网络手段 

加强德育教育 

第一，建立坚持正确导向的网络 

阵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需要建立起 

自己的网络阵地。办好高校网站，一定 

要体现出导向性原则。既坚持正确导 

向，又能体现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 

时代精神，集思想性、教育性和多样性 

于一体，为大学生乃至社会广大网民 

喜闻乐见的网站。 

第二，高校办思想类网站，将可读 

性、服务性与权威性、指导性有机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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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要经营好“五个拳头产品”即： 

新闻快递、时事消息 时代焦点 专家 

评论、时代论坛。 

第三，高校要利用网络加强对学 

生的管理。如学生工作信息 的发布， 

党 团组织，学生社团活动的开展都可 

以利用校园网，学生社区还可以在网 

上建立“社区管理模式”，让学生尝试 

参与社区管理。还可以开展 “网页设 

计” “虚拟家庭”等活动，引导广大学 

生参与的热情和兴趣，把主旋律唱到 

网络上来。其次，通过建立心理咨询站 

和思想政治工作信息数据库，开辟德 

育教育的新路子。 

3． 要培养运用网络从事德育工 

作的专业队伍 

高校网络管理，决不是单纯的技 

术性管理，而是融思想政治工作和网 

络技术于一身的新型管理。这就要求 

从事德育工作的干部和教师，不能是 

对网络一无所知的“网盲”，他们不但 

要学习网络知识、了解网络、运用网 

络 ，而且要学会把德育教育和网络技 

术结合起来，这样才能面对新世纪的 

大学生，解决网络时代德育工作面临 

的挑战和问题。 

4． 高校德育教育要在理念、内 

容、方法上进行前瞻性的探索 

第一，要确立终身德育教育理念。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传播和扩展 ，知识更替的周期越来 

越短，单纯的学校教育远远不能满足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和知识更新的 

需要，一次性教育已经过时，与终生教 

育理念相适应，高校德育应树立终生 

德育理念。高校德育主题是对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品德、心理教育，由 

这一主题所决定的人的思想政治素 

质、道德修养素质 、心理素质、意志品 

质、合作精神等德育目标不是一次就 

能完成，而需要教育对象在德育认知 

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内化、升华、实践 

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素质，在时空上 

它不仅需要小学、中学、大学道德教育 

的相互衔接，而且还会贯穿德育主体 

的人生的全过程，而且随着社会的变 

迁 时代的发展，新的德育问题会不断 

的出现。所以，高校在德育教育上要确 

立终身教育的理念，要做好两个方面 

的工作：一是帮助教育对象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是提高 

教育对象的自我修养能力。 

第二，在德育教育的内容上我们 

可以以道德品质 心理素质教育为基 

础，向实践能力和鉴别能力 选择能力 

和创业精神的培养延伸。其次，随着高 

校后勤社会化，学生同社会的接触增 

多。我们在教学方式、方法上也必须进 

行创新，在充分发挥课堂教学 “主渠 

道”作用的同时，要将德育教育向社会 

延伸，可以在校外建立德育基地 ，可以 

与工厂、企业和街道开展青年志愿者 

活动，让广大青年学生回到活生生的 

道德生活中去，在道德交往和实践中 

学会道德交往与实践，在责任承担中 

树立真正的责任意识。 

第三，在德育教育的方法上还要 

倡导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将 

传统的“灌输”方法转变为“吸引”和 

“参与”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 

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 

线、基本政策，我们用青年喜闻乐见的 

文风表现出来，并且利用多媒体以声、 

色、光、画等多种现代化手段体现出 

来，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情 

趣，化不解为理解。也可以在校园网络 

的信息 中渗透思想政?台教育内容，针 

对学习马列课程的学生在网上提供各 

种参考资料 ，让学生参与教育。 

总之，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 

临，关起门来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和德 

育教育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 

应该是开放的校园文化和德育观念， 

既要加强对网络的管理又要加强对学 

生的正面引导；既要增强教育对象对 

多种意识形态、多元价值取向的辨别 

能力，又要使他们在多元价值观念中 

保持必要的张力，坚持正确的价值导 

向(f乍者单位：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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