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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中大学生道德修养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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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现实社会相比$网络社会是一个更趋于自律型的社会$因而道德在维持网络秩序中将发挥更

为重要的作用,大学生应该充分认识到在网络社会里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培养基本的道德意识$并在实

践中不断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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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7数字经济之父8的美国著名数字未来学家

唐9泰普斯科特曾把&166年以后出生的人称为7网络

世代84简称:时代5,在他看来$7网络世代8与网络技

术一起诞生$一起进化$使用电脑网络就好像呼吸一样

自然,泰普斯科特描述的虽然是美国的情况$但基本上

反映了世界网络发展的状况,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历

次调查结果都显示$我国网民中&3;(/岁的年轻人最

多$远远高于其它年龄段的网民而占据绝对优势,(’’)
年&月<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字为

)6>)?$而高校则是使用互联网较为集中的地区,网络

为青年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创造了机遇$同时大学生

在网络社会中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产

生了一些网络道德问题,因此$探讨大学生在网络社会

的道德修养问题是规范网络社会秩序$保证网络健康

发展$培养大学生高尚道德人格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网络社会里大学生加强道德修养的重

要性

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道德产生的

客观基础和前提条件$网络正因为有了人的参与和活

动$成为了人的网络$成为了各种社会关系的网络$也

就被赋予了社会的意义,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相比是

一个更趋于自律型的社会$道德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

将扮演着主导角色$因而加强个体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A加强道德修养是网络社会对大学生的客观要求

现实社会中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社会风俗和习

惯等发挥作用的$是靠显性而强大的道德压力来制约

人们的行为,而在网络社会里$人的形象@身份@特性等

自然和非自然的特征都已数字化@符号化$呈现出虚拟

性,大学生的网上活动更表现出隐蔽性和不确定性$难
以感受到直面的道德舆论监督,在主体性@创造性得到

张扬$感情得到渲泻的同时$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

义等思想也容易滋长$甚至在匿名性面具的背后可能

做出一些粗俗不堪@违法犯罪的事情,这就要求大学生

的网络行为具有更高的道德境界$具有真正的道德自

由和自律品格$即自我主宰@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
(A网 络 社 会 发 展 带 来 的 伦 理 道 德 问 题 是 大 学 生

加强道德修养的现实需要

科学技术是一把7双刃剑8,网络的主要功能在于

为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但同时也产

生了一些网络道德问题,集中表现在+一是道德观念的

紊乱,网络社会里$道德冲突加剧$现实社会占主流的

道德观念被淹没在海量化的信息中$使大学生真假难

辨@善恶难分$主要表现在道德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

和个人主义在网络社会中的流行与泛滥,二是道德情

感 的冷漠,虚拟交往有助于大学生敞开心扉@坦诚交

流$但也容易产生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如谩骂他人@欺

骗他人感情等,同时$长期与机器相伴$也会造成对现

实生活中的他人及社会幸福漠不关心,三是道德意志

的薄弱,网上冲浪让人随时体验到新鲜刺激和兴奋冲

动$一些意志薄弱的大学生往往因此对网络过分眷恋

和依赖$严重地沉溺于虚拟的网络社会中无法自拔,四

是道德人格的缺失,人格的形成是个体社会化发展的

过程$是个体适应社会环境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有些大

学生在网络社会里经常变换角色$处于矛盾的@相互冲

突的道德选择和转换之中$给道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

带来很大的压力$严重者导致人格的异化@虚拟人格与

现实人格的分裂,总之$网络发展中带来的道德问题迫

切要求大学生加强道德修养$实现道德自律,
)A加 强 道 德 修 养 是 网 络 社 会 中 大 学 生 道 德 实 践

的重要环节

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是道德实践活动中不可分割

的两个方面$而其中道德教育则是大学生道德人格形

成的外在途径,因此如何对作为互联网主力军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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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开展卓有成效的网络道德教育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

的重点!"###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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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强调’进一步增强用

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思想文化阵地的政治意识$提高

对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指出

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和利用网络为思想政治教

育服务的工作!由于道德教育必须通过主体内在的道

德修养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因而在我国$道德教育贯穿

于一个人的整个一生$在校读书期间更是集中接受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阶段!因

为从幼年到青年时期$道德教育的作用随着主体意识

和独立行为能力的增强反而呈弱化趋势$而道德修养

的作用日益增强!特别是网络社会更倡导个性自由的

独立发展$而个体在网络上的行为又很难得到有效监

控!因此$高校在大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

同时$其最终效果的落实还是要依靠大学生的自我道

德修养!
二)网络社会里大学生应具备的道德意识

在谈到网络道德时$有些大学生苦恼地说到*不是

不想讲道德$而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才是道德的!
确实如此!一方面由于历史上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创新

都会给人类带来新的道德问题$而网络超时空的特性

更使道德冲突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人们在复杂的新

情况面前往往会出现道德认识和选择上的困难$显得

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网络道德规范的健全也明显落后

于网络的发展速度!实际上就人类发展的现阶段而言$
由于存在国家)民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等

差异$虽然尚不可能建立统一的网络道德规范$但起码

的网络道德品格则应当具备!因此大学生在网络社会

首先应该通过道德修养培养一些基本的道德意识$以

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社会主义意识!现实社会中的道德往往具有单一

性)一元性!即在某一特定的时空阶段$一般只能有一种

道德占主导地位$其他道德则处于从属或者被支配的地

位!网络打破了物理空间上的疆域限制$在信息疆域上实

现了全球一体化$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道德)风俗习惯

在相互交流中必然发生激烈碰撞$因此$在网络社会里道

德应该具有兼容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然而事实又并

非如此!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始于美国$至今美国仍占

垄断地位!从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无论

是-./芯片)视窗操作系统)0-.12.协议$还是域名体

系)技术标准)电子商务等都体现出美国网络文化帝国主

义的足迹!再加上目前互联网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是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英语信息在互联网上占3#4左右$并
且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络的标准语言!这样就使互联

网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推行其意识形态)价值标

准的新平台!同时一些恶意的政治信息也打破了过去的

自然屏障在网络社会中恣意横行!这些对人生观)价值观

正在形成的大学生有极强的渗透和辐射影响!因此$在目

前还存在对立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大学生首

先要对网络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的竞争态势和文化环境

有清醒的认识!既不因噎废食$弃网络而不用$又要认清

国情$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兴利除弊!在充实利用网

络积极方面的同时又要注意抑制其消极的一面!
",社会责任意识!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与国家)社

会紧密联系的!在网络社会里$一些人高呼着’自由是

网 络社会的天性($力图以此逃避社会责任$为自己的

恣意妄为作辩护!其实$数字化的网络本来是由冰冷的

数字电路组成$只是由于人的介入$网络才作为新一代

的大规模信息载体$成为一种独立于自然环境以外的

社会环境!但网络社会终究是人的社会$是作为’社会

关 系总和(的人与作为’机器生态(的网络的有机融合

体$离开了人$就没有网络的发展$也不可能形成虚拟

社会化的网络社会!因此$理解网络社会时$首先应理

解人$理解人的需要)愿望)价值追求等人的本质属性$
才能区分道德之善恶!同时$理解人也是理解人与人之

间的意义关联!每一个人都不能脱离他人)社会而孤立

存在!而网络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互联共存尤其需要大

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否则网络就不能发展!
正 如’数字化时代的女先知(埃瑟5戴森谈到的*网络

’在赋予个人强大权力的同时$也要求个人为他们自己

的行动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6,互敬互助意识!网络社会的全球性)超地域性$

使得不同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不同情感)个
性的人的交流变得轻而易举$彼此尊重也就成为网络

社会道德的最基本要求!因此大学生在上网时要时刻

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加强自律$尊重他人!同时$网络

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社会!从网络

的存在来看$它是科学家基于信息共享的基础上产生

的7从网络的发展来看$互联网发展仅仅用了短短十几

年时间$其影响却超过了任何一种媒体$超过了历史上

任何一次产业革命$这也是人’社会化(行动的结果!因

此$为了网络的存在价值与未来发展$为了维护网络社

会的秩序和平安$尽己所能)助人为乐)扶正怯邪是网

络社会里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自然而然的责任!
8,诚实守信意识!现实社会中诚实守信是指言行

一致)不虚假)不伪装)说话办事实事求是$讲信用$表

里如一等!它是维系人际合作)从而保障社会存在发展

的基本纽带!因此$大学生在网络交往中除了要保持真

诚 不撒谎$做到’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外$还要谨慎

认清消息来源的渠道和准确性$共同维护和提高网络

信息的可信度!
三)网络社会里大学生加强道德修养的方法

网络社会中大学生加强道德修养就是一个从理性

59#+5

"##8年第6期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0



认 知 到 产 生 道 德 评 价 再 到 网 络 实 践 的 循 环 往 复 的 过

程!也就是不断实现他律转化为自律"自发向自觉转变

的自我塑造"自我提升的过程#而现实社会中许多道德

修养的方法值得大学生加强网络道德修养所借鉴#
$%学习以提高网络道德的认知水平

要进行道德修养!首先要通过学习提高道德认识!
了解在网络社会中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最

基本的是认真学习网络道德规范#网络道德规范从广

义上讲!由浅入深有三个层次#首先是网络礼仪#它是

网络道德规范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如平时见

面点头微笑"互相问候一样平常#其次是狭义上的网络

道德规范#是指大学生通过信息网络发生道德行为时

应遵循的具体化标准#再次是带有强制性的网络法律

规范#目前!我国已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

机 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

络 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国互联网域名注

册暂行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一系

列网络法律规范!都应认真学习#当然!学习的方式是

很多的!既要通过理论学习!更要在实践中学习#笔者

以为由于网络道德几乎涉及到大学生生活的每一具体

方面!因而以上三个层面仅仅是网络道德规范的基本

要求#而其关键是在学习中培养网络道德意识!提高网

络道德素质!共同遵守和维护网络的正常秩序#
(%内省以规范网络道德的行为

内省是我国传统道德修养中的精华#即通过这种

方法!反思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评价!从而达到调控

自己的行为!提升自我的社会价值!使自我不断地发展

和完善#网络社会里的)无人监管*使明知不可为而为

之")只见律人"不见律己*")律人严"律己宽*的现象比

比皆是#如+对盗版严重怨声载道的同时也随意下载软

件,强烈谴责他人侵犯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大量使用未

经授权的文件和数据!从网络上获得有用信息和他人

的无私帮助的同时却不愿为他人提供帮助!以及要求

别 人尊重自己的时候却随意攻击"谩骂他人等等#因

此!大学生在网络社会里应时常对道德品行进行自我

反省"矫正"升华就显得尤为重要#与传统社会的)依赖

型*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自主型*道德更体现出一种

自觉自我反省的精神!通过内省做到自己对自己负责"

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
-%积善以加强网络道德意志的培养

从网络道德认识到规范网络道德行为之间有一个

中间环节!就是网络道德的心理调适#而其重点又在于

道德情感的培养和道德意志的磨砺#当个体在正确的

网 络 道 德 认 识 的 指 导 下 能 够 互 相 交 流 各 种 真 实 的 信

息!真诚地表达各种观点时!其情感体验是愉悦的#在

此基础上!自觉进行意志锻炼!从小事做起!通过积善

的方式精心地保持自己的善行!精心培养心中开始出

现的良好的道德观念和品质的幼芽!并使其不断积累

和壮大#良好的网络道德品质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不

断积善成德!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只要个体能坚

持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能形成

网络道德的坚强意志!就能做到网上虚拟人格和现实

人格的协调一致和有机整合#
.%慎独以形成高尚的网络道德人格

早 期的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中都提出了)君
子慎其独*的思想#指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要谨慎自己的

内心和行为!防止有违背道德的思想或不符合道德要

求的行为#简而言之!就是自己独处而他人不在场时的

道德实践#慎独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重要的道

德修养方法#而网络社会里由于主体行为表现出时间

上的瞬间性"空间上的变动性"交流方式的符号性和匿

名 性!这些特征也对慎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与不

做"怎 么 做 都 发 生 在 隐 和 微 的 状 态 下!只 在 于 个 人 的

)一念之差*#如果在网络社会里能够很好地实践慎独

的修养方法!就能有助于真正锻炼出大学生在道德修

养方面的自我主宰精神!使道德修养成为为我的而不

是为人的!从而形成高尚的网络道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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