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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时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现象及其对策
文/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志芳　张珑凡

全媒时代“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

大学生作为全媒体运用的一股中坚力量，对网络的需求

和依赖更加强烈。然而，在利用网络的过程中，大学生

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因“网”而生。面对网络这把“双

刃剑”，在高度重视大学生网络技术学习与运用的情况

下，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成为一个不容忽视、亟待解

决的时代课题。

一、全媒时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现象

（一）大学生网络交往道德失范。网络交往不仅

指网络上的交友活动，更多的是在网络这一特殊环境中

进行的各种信息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

缺乏监管，极易出现道德失范现象。第一，网络交友欺

诈。在虚幻网络平台上，大学生对待网络交往对象并不

像对待现实交往对象那样坦诚，部分大学生利用QQ等

发布与实际不符的个人信息，利用虚假身份进行网络“交	

友”以达到骗取他人钱财等目的。第二，网络语言暴

力。首先是在网络交往过程中出于某些原因乃至毫无理

由对他人施以谩骂、侮辱人格、造谣中伤等。其次是利

用网络媒体发表过激言论，扭曲大众认知。第三，网络

技术违规操作。部分大学生利用网络漏洞盗用他人网络

账号，侵犯个人隐私，泄露他人信息等。

（二）大学生网络消费道德失范。现今，网络消费

盛行，大学生更是参与其中，但是消费过程中却也存在

道德失范行为。第一，部分大学生网络涉黄消费行为。

网络色情在全媒时代多形式、多载体大量存在和多途径

传播，部分自控力不强的大学生在其诱惑下会花费大量

金钱和精力去浏览色情网页、购买传播色情产品等。第

二，部分大学生在网络消费中有恶意评价行为。有些大

学生出于“恶作剧”心理进行差评，导致商家在网络交

易平台信誉受损。此外，部分大学生在网络消费过程中

非法刷单、利用蚂蚁花呗等进行超前消费而拖延甚至逃

脱还款等，都是网络道德失范的表现。

（三）大学生网络学习道德失范。网络逐步成为大

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和资源，但有些大学生却将此优势

用到错误之处，导致网络侵权行为肆意滋生。一方面，

日常课程作业完成过程中出现不端行为。网上信息包罗

万象，从网络中他们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大学生

群体在拿到作业或者任务时习惯性地进行网络搜索，甚

至完全不经修改直接复制粘贴。另一方面，论文写作过

程中的学术不端。这是各高校普遍出现且非常严重的问

题。全媒时代，网络资源实现了更大程度上的共享，只

需一键输入便可轻松获取，使得部分大学生直接从网上

搜索进行文章的粘贴修改甚至不加修改，这不仅是诚信

道德层面问题，更是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犯。

二、全媒时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原因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

过内因而起作用”，全媒时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现象

的出现是内外因作用的结果，内因主要归咎于大学生自

身，外因则主要指网络环境、教育环境等。

（一）大学生自我约束与认知能力不足。一方面，

大学生一般处于18至24岁这一年龄段，是人生中从幼稚

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也是其自身成长发展中的特殊时

期。大学生自我意识强，期望自身个性化发展，且能够

得到他人重视。但迫于现实压力，大学生群体往往希望

通过“开放自由”的网络世界将在现实中受挫后的压抑

情绪释放出来，但缺乏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极易做出

有违网络道德的事。另一方面，大学生道德意识有明显

缺失，在长期道德实践中形成的道德认识、情感、意志

和行为等并不完善。加之对网络事物的辨识能力差，在

网络环境的冲击下，大学生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向着消极方

向发展，在缺乏规范的网络环境中出现道德失范行为。

（二）网络环境缺乏规范性管理。网络的普及带

来交往过程中的虚拟实践和虚拟存在方式，但是网络环

境的规范性管理远远滞后于网络发展速度，这就为大学

生网络道德失范提供了条件。第一，我国网络法律法规

尚不健全，对于网络的约束制约力度不大。现阶段，我

国虽已出台一些相关法律，但对现有法律法规的适用范

围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很大问题，加上新法建立进程缓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逐渐成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当前大学生在

利用网络过程中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本文透过现象寻找其存在原因，积极寻找解决对策，以促进时代新

人的培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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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使得新法无法解决旧事所带来的问题。第二，全媒

时代对于网络环境的规范和治理缺乏一定制度约束，无

规矩不成方圆，制度体系的“漏洞”使得网络环境更加

混乱复杂。

（三）教育环境中网络道德教育不到位。一方面，

学校缺少网络道德教育的完备体系。高校虽开设了许多

相关实用课程，但在开展过程中缺少网络道德教育内

容。大学网络技术的迅速普及与网络道德教育相对滞后

之间的矛盾使得大学生产生“网络无道德”错误认识

且长期得不到改正，网络道德失范现象频现。另一方

面，缺少家庭网络伦理道德教育。部分家长由于受教

育程度低，对于网络技术的运用更是远不及自己的子

女，无法很好地教育和监督子女的网络行为。加之，

双方由于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带来交流上的困难，家

长对子女的相关社会行为难以把控，使得家庭网络伦

理道德教育缺失成为常态，致使大学生群体中网络道德

失范现象出现。

三、全媒时代解决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现象的对策

（一）个人角度：大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网络道德观

念。大学生要正视网络道德失范现状，树立正确网络道

德理念，坚持做“四有”社会好青年。第一，增强坚定

理想信念的决心，“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运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错综复杂的

网络社会，形成正确的自我定位。第二，自觉学习和

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培养法治思维。法律是道德的底

线，也是道德的保障。要以法约束自我，坚决不做危

害网络安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事情。第三，以实

际行动切实提高自身责任意识。“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

神的自律”，要不断提升自身内在修养，自觉培养网

络自律意识，做到自律而“不逾矩”，负责任地参与

网络实践活动。

（二）学校角度：发挥高校主阵地作用，构建网

络道德教育新模式。学校应从学生实际出发，构建网络

道德教育新模式。第一，丰富高校道德教育课程内容。

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对德育及网络道德教育等内容

做出适当调整，丰富教学内容。另外，适当开设相关必

修课程，实现系统教育。第二，提高教师队伍网络道德

素质。教师思想道德水平直接与新时代青年的身心发展

相挂钩，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教师要“以德立身、以

德立学、以德施教”，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

念。第三，改变传统教育教学模式，“利用信息技术更

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将道德知识与理念通过

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精准投送。

（三）家庭角度：发挥家庭教育在规范过程中的

奠基作用。“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因此，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第

一，家长要做榜样。家长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正确

使用网络技术，不传播任何违反网络道德的信息，树立

良好榜样。第二，积极主动探寻双方正确的沟通交流模

式，建立起跨越鸿沟的桥梁，尽量融入他们的世界。第

三，与学校等相关教育机构保持沟通。利用网络与学校

共建信息交流平台，定期了解学生在校情况，实现家校

互联互通，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四）社会层面：政府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全媒时代，政府要履行好职责，使网络空间日益清朗。

第一，加强网络领域立法执法力度。在原有法律基础之

上另立新法，推动数字治理有法可依。做好司法解释工

作，提高对法律的了解度。第二，实现技术创新与技术

监管双向操作。要坚持对于网络新技术的开发与利用，

在交替更新中弥补网络以往漏洞，同时，落实好技术监

管工作，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规范数据资源

利用。第三，建立相关监督制度。完善舆论监督制度，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进入网络道德的治理当中，例如开设

网民检举平台，使其成为调查监督的主力。

四、结语

我们相信在大学生自我规范，家庭、学校、社会的

协调配合之下，这种网络道德失范现象会有所改观，大

学生群体会积极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真正成为能够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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