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文 摘 要

1111 1 1 1 111 1 1 1 11 11 II IIl
＼1789407

近年来，随着网络知识的普及以及网络在人们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网络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和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与其他种种负面因素。

在目前的网络背景中，大学生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现实中由于大学生应用网络甚至

沉迷网络产生了诸多问题，诸如大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降低、与人交往的需求严重下降、

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严重的更是导致大学生网络犯罪和利用网络犯罪现象的频频发

生。

网络技术作为人类思维和手段的延伸，它的广泛应用和普及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便利和效益。对正处于大学校园中的大学生而言，同样如此。它丌阔了学生的视野，

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途径和方式。因此，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成为网络时代背景下高校道德教育面临的新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它内在的独

特的发生发展规律，寻找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本文探讨了网络的基本定义以及它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对什么是道德进行了分

析，紧接着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概念、主体、内容、方式以及评价机制进行了分析和

研究，提出了一点建议。笔者认为，作为各类负有责任的主体首先应当认识到大学生网

络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思想中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各类责任主体中，高等教

育机构主要是各类高校责任更为重大，应当承担起更为积极和主动的行动，建立规范而

有效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教育系统和体系。

关键词：大学生； 网络道德建设：主体；内容；评价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twork knowledge and networks

in peoplets learning，working and living in the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the

convenience and benefits to people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brings a lot of social

issues and various other negative factors．In the current network context，

university students i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force，in reality,due to college

students and even obsessed with the network application network created many

problems，such as reducing the sens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and a serious decline in demand for human interaction，learning

motivation are not high，etc．problems，leading to university students，more

seriouS cyber-cfime and the use of the phenomenon of cyber crime phenomenon

occur frequently．Therefore，College Students into the Internet age and moral

context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e new problems must

be taken seriously，in．depth study of its internal laws，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 for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al breakthroug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definition of the network and its profound

impact on people’s lives，what is moral analyzed，followed by the concept of

mo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 of university students，subj ect，content，

mechanisms，methods，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the shallow analysis and

research and put forward some recommendations．I believe that，as the main

body of the first types of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moral urgency and importance of thinking

has cause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body in variou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s main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various types of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re important，it should assume a more positive and

proactive actions and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and effective network of moral

construction system of university students．

Key words：College students；Network moral construction；Subject；Conten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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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第一章 引 言

1．1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技术办随之突飞猛进；如今网络在人们的

R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网络『F在逐渐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2010年1月15日

下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0 R，中国网民规模已达3．84亿人，较2008

年底增长8600万人，年增长率为28．9％。受3G业务开展的影响，我国手机网民数量迅

速增长，规模已达2．33亿人，占整体网民的60．8％。在这其中，在校大学生占据着相当

的比重。据调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在校大学生都热衷上网， “上网"一词在大学校园

的使用频率位居榜首，大学为特定的知识群体，处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对互联网的接受

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层次。

网络技术作为人类思维和手段的延伸，它的广泛应用和普及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便利和效益。对正处于大学校园中的大学生而言，同样如此。它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途径和方式。同时不容否认的是，网络是

～把“双刃剑”，它在大学校园中的大面积普及，也必将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目前，网络的开放、虚拟、兼容和无序使得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依然同渐凸现，大

学生的网络道德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族的精英和国家的未

来，其网络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全社会的网络道德能否健康发展。切实加强对大学生的

网络道德教育是当前高校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且已经成为新时期德育工作者所面临的

重要课题。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意见》的文件，提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九点意见，体现了我国对大学生思想

道德教育的蕈视。探讨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建设问题，也正是想对这个关乎我国社会未来

的问题加以研究，目的是引导大学生认真对待网络，培养他们健康的网络道德观念，在

享受网络给我们带来便捷和快乐的同时，把握自己的网络言行，更多的担负起网络道德

责任，并作卅表率。

本文从网络的产生、发展和特点出发，分析了网络道德的特点，紧接着分析了大学

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又从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主体、内容、以及评价

机制等多方而、多角度地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目的在于现实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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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基础上，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分析，以期得出具有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的结论和建言。

1．2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2．1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道德建设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它具有涉

及面广、空白点多等特点，网络道德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也很多。从全球来看，网络

道德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几乎与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同步，发达国家有关网络道德教育方

面的研究起步较早，已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计算机和网络发展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其网络道德教育的发

展也可以说是最早、最完善的。在美国，网络伦理或网络道德己成为了大学的一门课程，

许多大学都开设了专门的信息伦理、网络伦理和计算机伦理课程。他们在加强大学生网

络道德建设，规范网络道德行为的同时，还培养了网络道德研究的后备人才。1976年，

美国应用伦理学家Walter Manner注意到了计算机伦理问题的日益突出，他认为关于计

算机伦理问题的研究领域应当成为应用伦理学方面的一个独立分支，应当作为哲学的一

个独立学科而存在，于足他首创了“计算机伦理学”这一学科的名称，并在大学丌设了

计算机伦理学课程，出版著作为计算机伦理学在西方的确立奠定了基础。1985年，美国

著名哲学杂志《形而上学》10月号同时发表了泰雷尔·贝奈姆的《计算机与伦理学》

和杰姆斯·摩尔的《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两篇论文成为西方计算机伦理学兴起的重要

理论标志。约翰逊与斯纳伯合著的《计算机应用中的伦理问题》一书对计算机伦理学进

行了详细阐述，成为公认的计算机伦理学标准教材。

再以同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R本在计算机工业领域罩有了专门的伦理学研究，

一些特别的项目中开始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并开始对关键数据实施一定措施；到了90

年代，网络伦理学发展起来，出现了对网络上的是非善恶、黑客、网络色情、匿名通讯

的研究。同时，学校里也开始教授使用网络的新方法和网络课程，包括如何使用网络，

网络礼仪等等。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计算机伦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入20

世纪90年代，网络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后，西方的计算机伦理学研究也进入了

网络伦理的发展时代，不但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出版了大量

的计算机伦理学和网络伦理学的著作。如《计算机应用中的伦理问题》、《计算机伦理学

与社会价值》、《网络伦理：网络道德与法律》、《网络伦理学：计算机时代的社会、道德

问题》、《黑客伦理学信息时代的精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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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德育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网络的出现与迅速发

展，丌辟了网络研究的新领域，国内学者也开始对网络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在网

络时代，广大青年的网络道德成为了道德研究的重大课题。

在我国，网络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与中国接入Internet(1994年)同

步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网络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引起了我国

部分专家、学者的关注。在研究网络问题初期，我国学术界先是翻译出版了一批高质量

的国外网络研究译著，如：《数字化生存》([美]尼葛洛庞帝)、《未来之路》([美]比尔·盖

茨)、《数字化成长一网络时代的崛起》([美]唐·泰普斯科特)等，及时地把国外学者的

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随后，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国内网络伦理道德的研究著

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研究的文章。

由陆俊、严耕二人合写的《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一文是正式以网络伦理问

题为核心发表的。他们通过对国内外网络社会伦理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合概括，将

网络社会的伦理问题分为理论问题、交叉问题和具体问题三类。而后出版了由严耕、陆

俊、孙伟平合著的涉及网络伦理和网络道德领域的著作《网络伦理》，这是我国学者在

网络社会伦理问题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此书分析了网络社会的道德基础和网络道德的

特点，列举了出现的种种不道德现象，阐述了网络道德主体的建设、网络道德的基本原

则、网络礼仪和规范，探讨了网络法规建设、网络道德教育和管理以及网络政策和决策

的伦理意义，概述了网络伦理研究的问题和基本内容，开创了中国网络伦理研究的先河。

1999年由刘钢翻泽的理查德·A·斯皮内洛著的《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成

为我国网络社会伦理方面的第一本译著，涉及的主要是信息安全问题。这几项学术成果

的公丌发表，标志着我国网络社会伦理问题研究己经正式起步。

李伦的《鼠标下的德性》以探寻网络道德的现实基础为出发点，提出网络伦理的建

构就是解决虚拟社会伦理与现实社会伦理如何调适、转换和兼容的问题，关键在于寻找

两者之间的契合之处。他探讨了网络社会中出现的信息崇拜、信任危机、网恋、黑客、

网络隐私权的侵害等现象，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伦理思考方向。段伟文的《网络空

间的伦理反思》探讨了现代汁算机网络技术与人性的展现，以网络空间中的生活作为出

发点，对虚拟的网络空问的伦理问题进行思考，探寻网络群体的自治伦理和网络空问的

自我伦理的基本原则规范，提出基于伦理道德的网络文化战略。黄寰的《网络伦理危机

及对策》在概述网络伦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网络伦理危机出现的根源、各种网络道

德失范行为进行了阐述，提H{了建立新型的网络伦理道德、进行相关的网络法制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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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这些著作都从伦理学的角度审视网络和信息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问题。

在网络和人的本质发展的研究方面，鲍宗豪的《网络与当代社会文化》、曾国屏的

《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张怡等人的《虚拟认识论》、巢乃良的《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

究》等，对网络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心理行为等方面

的冲击和影响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

马和民的《网络社会与学校教育》、谢海光的《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杨立英的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论》以及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织编写的《网络

唱起主旋律》等，分别针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原则、对象方法与途径以及其创

新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认为网络交往的虚拟性、多重身份性极大地释放了人的潜在的

破坏倾向，是造成网络交往道德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网络德育：世界之交的德育新

课题》、《网络道德教育应导》、《网络社会中青少年德性的创造》、《关于“网络社会”的

道德思考》、《网络时代社会冲突与个人道德自律》等文章也对网络道德进行了相关研究。

1．3论文的创新之处

本文正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角度剖析大学生的网络行为，以大量的实证

研究为佐证，确保问题研究的针对性、代表性和普遍性，增强说服力，力争做到思想性

和实践性的统一。本论文比较新颖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本论文研究视角的选取。网络道德问题在每个网络应用主体身上都可能发

生，但鉴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所以笔者选择了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研究论题；

其次是本论文研究方法的选择。主要采用系统而全面分析的方法；但问题也是显而

易见的，即可能是面面俱到，又恐面面都不深刻，这也是本人深感惶惑之处。

1．4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论文框架

1。4．1基本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第一，系统分析的方法(上有所述，此不赘述)；第二，

参考和借鉴的方法。为了撰写此论文，笔者阅读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做了大量的笔记，

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总结和归纳，这也成为以后论文写作的一个重要视角和思路；第三，

面向现实，与实践紧密结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不禁重视理论的阐释，更注意到

现实的发现和总结，因为本论题不仅是理论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应当充分关注其

应片j性和可操作性。

1．4．2论文框架

本论文除导论外，主要有五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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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第一部分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相关概念和必要性分析。主要介绍和分析了网络

道德的相关概念和特征，论证了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二部分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主体。大学生网络道德建的主体尤其是责任主体

的建设相当重要，如果主体确定得当、责任明确，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否则泛泛

而谈，还是脱离不了传统道德建设的抽象和形式化。

第三部分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内容。在新形势下，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内容

应当体现时代特征，与现实紧密结合，并有具体的行动内容和行动目标。

第四部分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方法。好的内容应当有好的形式表达。大学生网

络道德建设形式选择方面尤应如此。选择灵活多样、易于接受的方式，其所起的效果可

能会出人意料；如果拘泥于传统的空洞说教，反而容易引起反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第五部分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评价。任何一项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都应当

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这项系统工程中，好的评价目标和评价机制都不可或缺。笔者在这

部分，主要参考各位酊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实践拟定了一系列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建

设的评价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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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相关概念及其必要性研究

2．1网络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

网络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但它的产生最初却是与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之间的冷战思维和冷战较量有关。

在苏美冷战期间，美国国防部设计出一种分散式的指挥系统。1962年，美国国防部

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提供经费，委托BBN公司负责研究各计算机之间的信息联系与

交换方式。1969年，一个有4台计算机互联而成的实验性的分组交换网络建立起来，他

就是Internet的前身。1976年，ARPA上的节点计算机已发展到57个，互联网用户2000

多个。1979年，成立了ICCB，制定了TCP／IP协议，即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随后，

美国国防部决定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TCP／IP。到1980年，世界上既有使用ARPA

网，也有很多使用其他通信协议的各种网络。为了将这些网络连接起来，美国人Vinton

Cerf提出一个富有创意的想法：在每个网络系统内部各自使用自己的内部通讯协议，在

和其他的网络联系时使用TCP／IP协议。

198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出资在美国建立了五个超级计算机中心，并于1986年

建立了一个被称为NS-Fnet的高速信息网络，并取代了ARPAnet成为Internet的主干

网，并且面向全社会开放。自此，Internet从一部份人限于特定目的的运用逐渐向普通

人的日常生活运用中转移；而随着这种同常式的运用，Internet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契机

和平台。Internet的迅速崛起，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87年9月20日22时

55分，钱天白教授发出了我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越过长城，通向世界”，从此揭开了我

国使用互联网络的序幕。据2010年1月15日下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

北京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9年12月，我国网民

规模己达3．8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可见，网络正在日益成为我国民众生活、

工作与学习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式。鉴于网络对人类生活影响的重要性和广阔性，首先

有必要对网络的特点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总结。概括起来，网络有以下特点：

第一，网络发展的迅速性。网络发展的迅速性，首先体现在网络技术发展、网络传

输速度的高速性。随着光纤通信系统的发展，“我们每秒几乎可以传送1万亿比特。也

就是说，像一根头发丝那样细的光纤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可以传送《华尔街同报》

创办以来每期报纸的所有内容。"网络发展的迅速性还体现在网络运用领域的广阔性，

从最初的信息交流到现在的信息浏览、网络聊天、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等诸多领域，可

以说网络已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F1益感到自己越来越依赖网络，甚至可以

说例络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个中心和支撑点。另外网络发展的迅速性还体现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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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数量的扩张性。网络已从最开始的少数专业用户发展成为几乎所有的平民都可以使

用和『F在使用的工具。

第二，网络提供的便捷性。随着网络在人们R常生活中的广泛普及，网络给人们生

活的各个领域提供了方便，原来需要人们付出很多辛苦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足不出户

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给广大的网络用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快捷。同时网络又给人

与人之问的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促进了不同地域和不同领域的人们之间的沟通与交

流。

第三，网络运用的依赖性。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同益密切；而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加亲密无间。但是另一方面，网络的依

赖性使得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可能反而更加疏远，网络成瘾者的语言表达能力降低，他们

在网络里极其活跃却在现实生活中变得更加孤独甚至叛逆等等。这种依赖性并非是空间

上的不可分离，而是信息交流与共享上的更加密切。这种信息和交流上的依赖性使所有

相关的网络用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增加了人们工作、生活、学习便利，提

高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很多的风险，比如计算机系统的破坏、网站的瘫痪、病毒的

入侵等。

第四，网络过程的虚拟性。网络在人们的同常生活中出现以前，人与人的交往是“实

实在在”的，人们不会产生“对方到底是谁’’这样的Iij惑，有相当的安全感和实在感；

但随着网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这种安全感和实在感逐同减少。网络社会中，无

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还是人们对一个社会共同话题进行评论，无论是公共信息的获

取还是一单交易的完成，都可以在虚拟的网络空间罩进行，人与人在现实中并不见面，

这增加了识别对方的困难性。这种困难性，一方面让彼此交往的人产生了对对方的不确

定性和好奇心，另一方面可以让人在网络上的行为随心所欲，除非有相关法律制度的约

束。但目前而言，法律对其的约束还是有限的。．

第五，网络的平等性。网络发展于西方科学与民主对于梦想与创新的追求。网络的

平等性体现在网络参与的主体呈现出绝对的自由参与性。因此，网民阶层的出现，对现

实社会阶层提出了挑战，也对现实社会结构带来冲击。

第六，网络时空的无限性。由于互联网络足伴随全球化浪潮而来的技术全球化先锋，

其发展完全颠覆了许多传统的价值观，网络上的时l、HJ概念、空间概念、人际关系、Iil由、

分享、互动等等概念，不同程度地对长期以来的传统主流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

从而对大学生道德教育带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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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相关概念

2．2．1道德的概念与特性

道德是人类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的结合和统一。他代表着道德主体对人类美好事物

和美好品行的追求和实践。但是，古往今来，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们对“什么是道德”

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观点。总结以往人们对道德认识的有关结论，可以对道德特征做出以

下概括：

第一，道德具有多元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由于人们所在的环境不同，

一生的经历各异，人们对道德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领悟，从而形成不同的道德标准和道

德追求。即便是同一个个体，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道德概念。正因为道

德具有和其他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的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当人们试图对道德进行分析和

总结时，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疑问，而这种矛盾和疑问也许永远找不到所谓讵确

的答案。当人们试图选择一条道德定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总有与之相反的但听起来

又十分正确的命题来不断的困扰你，从而经常会变得无所适从。

第二，道德具有不确定性。正因为上述道德的多元性，因此道德对道德主体而言具

有不确定性。古往今来，不同地域、不同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的道德教条，可是对道德实

践主体而言，却会存在着种种选择困惑。道德是规范，但它远不像法律那样界定明确。

当然，讨论道德的不确定性，并非意味着赞同甚至陷入唯心主义的诡辩论或者为道德虚

无主义作辩护。笔者在此只是想说明道德标准的难以把握性。但是在一个社会中，尤其

是当今信息社会中，沟通更为容易和便利。在很多问题上，人们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

还是相当一致的。比如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对于地震之际置学生于不顾

独身逃跑的“范跑跑’’，绝大多数人们给予了谴责和否定的态度，这体现了人们在“危

难之际，舍己救人"这一传统美德的认同和传承。

第三，道德的自律性。不容置疑，道德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之一。但道德和其他的行

为规范的他律性相比较而言，却具有强烈的自律性特点。与其说道德有社会舆论做根本

监督，不如说道德的根基是道德实践主体的内心认同。如果没有这种内心强烈的认同感，

道德的根基就不稳固，道德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第四，现代道德的宽容性。笔者认为，根据道德所处的时代和时代特征的不同，可

以把道德分为现代道德年I-ii现代道德，以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限。

二战以后，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民主

人权意识不断强化、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等方面。这些变化使得人们的思想更

加丌明，眼界闩益广‘阔，反映在道德认识和道德的观念上，表现为道德的包容性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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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具体体现在道德更关注人性和人道，同时在兼顾集体和社会利益之外，力求做到个

人、集体以及社会利益和价值的兼容性等等。

当然，道德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和人类命题，它本身的含义不是短短的几句话所能描

述的。笔者在这罩之所以对其进行简单叙述和分析，完全是本着本论题所需要的“实用

主义”做法，难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之虞。

2．2．2网络道德的概念及其特性

关于网络道德的概念，学者们各自持有不同的见解。邱伟光认为：“网络道德是人

在处理与网络的关系时应当遵守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李卫东认为：“网络道德教育

的内涵是围绕网络领域出现的道德问题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即网络道德的教育。”胡钦

太认为“网络道德的构建就是要建立一种依靠网络公民的舆论和其内心信念来规范、调

整的道德规范。”还有学者认为：“所谓网络道德，是指全体公民在网络领域中应该遵守

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

从目前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网络道德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认为，网络道德就是对信息社会中，人们通过电子信息网络而发生的社会行为进行

规范的伦理准则；二是认为网络道德是人们在网上的虚拟生存空问中所应遵循的行为准

则和规范，它通过信念和舆论对网上生活起约束作用，主要体现了“网络人”和网络之

间的关系；三是认为网络道德是人们在网络道德生活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的总和，体

现了全体人们在和网络之间发生联系时应遵循的规则和准则。

由此看来，关于网络道德的概念内涵，学术界仍然没有一个较统一的认识。结合以

上观点和实践的发展，本文认为网络道德是指：在网络社会中调节网民与网民、网络与

网民、社会和网民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对网民的网络行为起到的规范、约束和指导作

用。

网络道德和传统道德一方面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都属于道德的范畴，有着许多属

于道德的共性和特点。但是，网络道德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更多自主性、更少依赖性。即与现实社会的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伦理道德

呈现出更少强制性和依赖性、更多自主性和自觉性的特点与趋势。由于网络的特点，～

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各种信息更为灵通；但，3_一方面，山于网络的虚拟性，每

个网络用户只要愿意，就可以在自己虚拟的空间掣以虚拟的身份发表意见、表达见解。

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必须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告诉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

己做自己的主人。这相比于以往的传统道德约束，网络道德受外界约束的机会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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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的作用也比较有限。这种失去了现实社会中那种强制和他律因素的“自由时空”，．

更少人干预、过问、管理、控制的“自主社会”环境，对于网民们的意志品质、道德素

养、文明程度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考验。它将逐步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特别是权利、责

任与义务意识)，要求人们具有较高的自主性、自律性、以及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第二，开放性与公共性。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最基本的变化是，它有能力以从前不

可想象的方式，消除“这里"和“那里’’的界限，使人们紧密相联，使人们“在一起"。

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传播方式的现代化，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使得时间间隔、

地理距离几乎突然“消失"了，我们居住的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小村庄”。网络的特点

和网络的作用，使得网络道德也呈现出丌放性的特性与趋势。通过网络的“信息高速公

路"，能实现全世界信息和知识的沟通与共享。在很大程度上，网络时代使世界成为一

个共同的信息社会，而每个地球人都成为这个信息社会的一分子。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包

括对道德的认识必将打上信息时代的特征和烙印，表现出最可能大的丌放性和公共性。

基于以上对网络道德的理性分析和思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网络正在不知不

觉中影响着传统道德，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网络改变了传统道德的社会基础。在传统的文

明时代，道德作为维系整个社会的灵魂，具有无比强大的凝聚力，道德可以包容一切，

解释一切。进入20世纪以来，新的信息革命如潮水般涌来，特别是自80,---90年代以来， ⋯

网络如天方夜谭般的迅猛发展使世人在目不暇接中体验到了跨时代传播的来临。它渗透

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促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转变，引起整个社会生产与生

活方式的变化，构成了信息社会独特的人文景观。2l世纪，一幅全新的社会图景又呈现

在人们面前：网络在全球迅速兴起，成为世界性的社会基础结构，旋JxL般地改变人们的

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主要形式是

面对面的直接交往，交往活动的范围受制于时问和空间，是比较狭窄的；而以网络为基

础，人们之间的交往以间接交往的形式为主，交往活动不受时空的限制，网络交往活动

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现实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以全球性的、开放性、全方位的因特网

为基础的“网络社会”，则『F在动摇传统社会道德的基础。由于社会生活基础、人们交

往和活动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特别是人们的生活内容以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人们

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感、价值取向难免发生系统的改变，并产生了一些新的道德需求。

为了适应“网络社会”这一全新的电子空间，我们需要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制定对人

们的网络行为加以约束和要求的新道德规范体系，使人们的行为控制在一个新的社会要

求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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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含义

根据笔者收集的有关参考资料显示，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和

论文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角度而言，都是相当可观的。但对于什么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

设”，也就是它的概念应如何表述，却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李敏、雷达清认为，“高

校网络德育是指我国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党委(党支部)、行政、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群

众组织的有关人员根据传播学原理和思想宣传的理论，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用一定的

思想观念、道德舰范和政治观点对上网学生施加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影响，

使他们形成符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实践活动。”∞还有学者使用另外一个

概念称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并对之进行了相应的概念晃定，例如柴胡明认

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高校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何利用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如何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手

段，通过相关网络建设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制作、传播和控制，加强高校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意识培养、队伍建设、网络体系建设、活动阵地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㈤通过对这些概念表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就是目前学术界对大学生网

络道德建设的认谚{远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其次就是现有的概念界定仅仅停留在工具

层面，尚未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研究

目前还不是很深化、具体，提出的观点、建议过于抽象、操作性不强。

基于上述对以往相关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在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没概念进行界

定时，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即准确性、全面性、具体性和人本性。其中准确性是与以

往的模糊性相对，全面性是与以往的片面性相对，具体形式与以往的抽象性相对，而人

本性则与以往的工具性相对比。基于这样的原则和出发点，笔者给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这样的表述：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是指负有一定教育责任和教育义务的主体，根据相应

的统筹安排，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各自的教育范围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的关于如何合乎道德

规范地使用网络的教育，它是我国高等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不敢说这个概念

就能够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全部外延和内涵，但还是认为它揭示

出了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部分合理特征。首先，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主体应当具有

多元性(详见下文)。其次，大学牛网络道德建设对施教主体而言，不是例行公事，而

是他们的职责和义务。高校应当建立～整套科学合理完善的管理机制，把网络道德教育

行为和过程纳入考核范围，以激发教育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再次大学牛网络道德建

设的对象是在校大学生，鉴丁．种种原凶和现实情况(下一个I、uJ题将有详细分析)，大学

∞李敏、雷达请：《高校嘲络德育有效件探析》，《太原帅范学院学报(礼会科学版)》2004年第一二期

圆柴罗明：《论。盘校刚络心想政治教育建设的苣人意义》，《涪陵帅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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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为网络的密切接触者，另外，由于在校大学生处于群体生活、学习的状态，从而使

从事高等教育的高等学府对其进行网络道德教育成为可能，效果也更为明显。最后，大

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是关于如何道德地运用网络的教育，他应当属于高等学校道德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引起各方面的足够重视，进而推动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在高校德育

教育体系中的进程，与时俱进，掌握主动和先机。

2．3进行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很大程度上讲，把当代大学生作为网络道德教育重点人群，主要原因是由大学生群

体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从内因的角度来讲，大学生所处的人生年龄段一般都在

18—22周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往往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求知欲强，他们希望

能够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来获取真知；并且，经过高考的洗礼，能够从众多同龄人中脱颖

而出，他们充满自信，希望获得更多的关注、认可，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实现自身的价

值。所有这些“青春的渴望’’很大程度上在现实中得不到有效地满足和释放，他们必定

去寻找更大的空间、更有效的途径，而网络必然会成为其最佳的选择之一。

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就是从大学生所处的外在环境来讲，他们接近网络、运用网络

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在紧张的高中时期，鉴于高考升学的压力，绝大多数的学生过着家

一学校或者家一学校一食堂这种两点一线或三点三线的单调、枯燥、紧张的学习生活；等

他们真正考入大学，他们会发现原来不够用的时问忽然变得充裕很多，有大量的时间供

自己来自由支配，原来高中时代自己处在父母、学校、自身的重压和监督之下，而现在

却变得很自由、很轻松。在这种状态下，很多刚升入大一的大学生会变得无所适从，甚

至感到空虚无聊。很多大一新生忙着找同学、开“老乡会”、结交更多的同性或异性朋

友，而且据统计，几乎有70一80％的新生经常会依赖网络来排遣寂寞。再加上当今几乎每

所大学都在进行“信息化校园”的建设，出生于80后、90后的大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

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很多学生升入大学就配备电脑司空见惯，这二者的结合使得他们

“亲近"网络成为可能，也成为必然。

以上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分析，我们不妨用一些实证的数据来说明当代大学生跟网络

关系的密切性。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0年1月最新发和的调查数据显示，

在我国约3亿多网民中，18—24岁者占到36．8％，而这正是大学生所处的年龄段。作为

网民主体之一的大学生的上网行为是否健康，：卣接关系着网络文明乃至整个未来社会文

明的进程。掌握大学生上网的基本情况，对加强高校的网络阵地建设和培养高素质的大

学生网民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大学生上网的实际情况，我于今年1月，以笔者所在

的高等工科院校中的一个完整专业的数百名大学生为样本，进彳j：了问卷调台。 调查表

1 3



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深思，也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加强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在这罩探讨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并非是否定网络在大

14



第二章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相关概念及其必要性研究

学生同常的学习、生活中的积极意义；其实，网络在大学生的学习、工作和思想的交流

和成长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因其如此，我们才更有对之进行探讨的必要，以扬其所长、

避其所短，发挥更为积极有益的作用。

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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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责任主体

3．1确定责任主体的意义

认真研究和确定网络道德的建设主体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和重要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网络道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如上所述，对大学生进行现

实而有效的网络道德教育势在必行。但是怎样在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入合理的网络

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大学生真正的了解、理解和接受，却是一个现实而艰巨的课题。目

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与现实相脱节的尴尬，作为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内容，网络道德教育又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内容，这就需要建立一支高

素质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队伍来完成这个使命。

第二，真正有效地确定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体的需要。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不是

一个简单的公式化的命题，他有自己独特的受教对象、丰富的内容内涵，还要求有灵

活丰富的教育方式，以便于学生接受和认同。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光靠传统的课堂灌输

方式、简单而苍白的说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就需要建立一支知识全面、思维灵活开放、

能够真正走进学生心灵深处的教育队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

和任务。

第三，是合理落实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目标和教育责任的需要。在人类社会中，仅

仅依靠行为主体的热情是不够的，它需要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对于大学生网络道德

建设问题，同样需要一套可操作且行之有效的机制，而且要有评估标准，使其充分发挥

作用，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必须制定具体的目标和步骤，并且落实到位，做到责任明确、

赏罚分明。只有这样，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才能收到实效。

由于当代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丌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导致我们在

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体进行研究时存在一定的选择困惑。在此，笔者考虑到绝大多

数的大学生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承担着主要的教育职责，因此

在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没主体主要界定在高校层面进行研究。

3．2确定责任主体的标准和对象

既然合理丌展大学!卜网络道德建设意义非常，那么我们必须确定大学生网络道德建

设主体的合理标准，要想拦当起大学￡l网络道德建设的重任，教育者应当具有什么样的

素质和条件，这种条件总的来讲牟要包括内在素质条件和外住环境条件，具体有如下几

个方面：

第一，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体应当具有热爱学牛、热爱高等教育的强烈使命感和
1 7



学习融为一体，以便取得综合教育的效果。另外，哲学社会科学老师往往多年来一直从

事～线的{：l亍学授课任务，经常接触学生，对学生比较了解，很多时候，学生遇到一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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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问题，也经常会想到找哲学老师探讨、请教。因此，将哲学社会科学老师吸纳进

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责任主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第三，计算机公共课教师。随着计算机知识和应用的普及，计算机和其他的公共基

础课一样，也成为了新生的公共基础课程之一。学会使用计算机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基本

技能之一，所有的大学生都有机会从专业的计算机老师那里学习计算机知识和网络知

识。计算机老师在学生心目当中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权威，这使得大学生能够虚心的从

专业老师那里认真学习计算机和网络知识，始终怀着比较谦虚和虚心求教的态度。而计

算机知识不纯粹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同时存在着计算机道德和网络道德的问题。因此，

同样有必要把计算机专业老师吸纳进专业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系统中来，让他们把计

算机知识、网络知识和网络道德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理论、技术和道德的复合教育，

效果会更好。目前，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线高校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他们

在计算机基础课程中引入相关网络道德的课题，在讲授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的同时，讲授

网络道德和相关的网络规章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他高校应当吸取这些有益的经

验。与此同时，将计算机专业老师引入网络道德建设系统中来，有利于克服网络道德教

育一直在较低技术水平运作的尴尬状态，使教育者能够在相同或更高的技术环境中与受

教者进行对话和交流，使网络的技术优势和网络道德教育的伦理优势结合起来，r边发

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好的效果。

第四，学校行政、党务等工作人员。这些人员主要分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学

校罩的教务处、学生处等负责学生学习、R常事务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上文说到，学

生的政治辅导员虽然承担着具体的教育学生、管理学生、服务学生的职责，但是学生辅

导员只不过从事着具体的执行任务，很多时候只是上传下达，遇到一些重大问题，他们

是没有权利做决定的。在辅导员管理工作中，主要一部分的管理是由学校的学生管理部

门来进行的。而教务部门主要负责学生所学课程的安排等工作。在这些管理部门中，如

果设置专人具体负责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之职责，督促负责具体工作的工作人员进行有

效的网络道德教育，同时每年把汇报反馈上来的网络道德和建设信息进行分析、总结和

提升，再根据这些结论制定出下一年更为科学合理的教育目标和任务，应该是一个不错

的的机制，有利于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循环机制，比单线教育更为有效和及时。第二层次

是学校的校级领导，在网络道德教育层面，他们叮以做到以下几方面的事情：首先就是

从学校教育的宏观层面上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网络道德教育Fi标和方针，再交由下面具体

的部门去分解执行；同时他们可以在学校网站丌设专门的论坛和电子信箱，及时上网回

答学生有关网络道德方面的疑难和困惑，对一些似足而非的问题进行探讨，充分听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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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伍的素质呢?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下足功夫：

第一，应当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学习来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体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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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应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学习；基本

教育理论的学习。其次，教育职业道德的学习。这一点尤其要加以强调。目前，几乎在

全国所有高校里，都存在着这样一种习惯和风气：高校各类人员太过于“各司其职”，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特别疏离。比如负责讲课的老师一般都不会理会学生的出勤情况、上

课的状态等与讲课“无关”的事情。其实，一个教师的职责，不仅仅是在课堂上讲授专

业知识。笔者认为教师除了专业知识的传授与指导更多是传授给学生一种思维方式，做

事态度。所以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体素质的要求和培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师职

业道德的培养，让他们明白一个真正的教师究竟应该承担起怎样的教育责任。在上一个

小问题里罗列了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体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很多人是没有这

方面知识的专业基础的。在这种背景下，是很难发挥网络道德教育的效果的。道理很简

单，大学生未来是以一个整体的人去面对人生和社会实践活动的，而专业知识和技能技

巧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没有正确的伦理道德的指引，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可

能就越是适得其反。作为施教主体的大学各科老师，不应该脱离学生这个活生生的“本"，

不仅“授业”，更要“传道”，更应该加强对学生在网络新环境条件下的道德伦理及其问

题的探索和引导。否则，老师的权威乃至大学的权威性也都会受到挑战与负面影响。

第二，应当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者的“实战素质”。大学生

网络道德建设主体对网络的利用不应再限于过去的查询资料、网络聊天、收发邮件等传

统方式。他们应该通过认真耐心的学习，了解更多的网络技术知识，学会更多的网络运

用手段，通过各种有效方式“上网”，增强网络教育者运用网络的能力和对网络运用的

熟练性、主动性和经常性。正如毛泽东曾经所指出的那样，“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

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

来自于实践。通过实践，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题才能了解目前大学生网络生态状况，

了解他们对网络运用的现状和网络心理，真正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把握和理解他们的需

求内容。通过这些积极的实践活动，教育者才能把握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内在规律，

积极有效地开展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工作。

第三，教育者在进行网络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发扬开拓创造的精神，不应当是被动、

消极地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定要积极地开展教育活动，主动

通过网络平台对当自订的热点问题与学生交流，并引导他们进行合理文明的讨论和表达观

点。另外，建议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体亲自实践，并非僵硬教条地要求他们事必亲为，

毕竟他们还承担着其他许多繁琐的]：作和任务。因此，施教者应学会利用各种有利条件，

《毛泽尔选集》第1卷，人【心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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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大学生辅导员就可以利用学生干部，在每次召丌班委会以后，让学生干部及时上网

发布相关信息，做到一定范围内的信息公开、透明；再让学生干部收集相关方面的信息

进行反馈，形成互知互动。

总之，“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施教主体要善于组织助手和身边的人员或针对某些专

业性问题而需要的专家，帮助自己处理一些网上问题；要善于调动受教主体自身的积极

性去具体实践和具体实施一些工作等等。"①

李高海：《人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8月第l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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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大学生在网络运用中表现出的不道德现象

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大学生在网络运用中表现出一系列不文明、不道德现象，

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发表不正当言论。很多大学生在网络上留言是满口粗话，很多内容都具有人

身攻击性，不尊重他人人格。

第二，在网络上散布恐怖事件。最近有一个网络帖子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发贴

者称，她极度不喜欢小孩，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她是如何虐待婴儿的，情节详细仿佛让

人觉得历历在目。这个帖子引起了警方的重视，并迅速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却发现这根

本就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的恶作剧。引人深思的是，发帖者是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女生，现

实生活中是十分乖巧的，根本看不出她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

第三，制造、传播网络病毒。有的在校大学生的计算机水平相当高超，其中有不少

学生并非运用这种知识做有意义的事情，却不断地利用计算机病毒攻击网络系统的正常

运行。1998年4月，网络病毒CIH袭击了全球的网络系统，使几十万台电脑系统陷入瘫

痪。警方介入调查，结果发现CIH病毒是由当时台湾大学一名大一学生在电脑游戏中偶

然发现的，当时觉得很有趣，就把他植入了网络系统当中。直到现在每年的4月26同，

ClH病毒还会定期发作一次，其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第四，浏览不良网络信息。这种行为直接的后果是给大学生思想上带来了不少的影

响和冲击，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会受到不同程度身体上的不良影响或伤害。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青少年网络伤害问题研究”显示，青少年上网时间为全国网民

平均水平的2．3倍。据有关专家分析，上网时缺少“他人在场”的压力，青少年日常生

活中被压抑的情感在网络上得到宣泄，不过这也会导致网络行为偏离或者违反社会规

范。令人忧虑的是，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在经常上网的青少年中，48％的青少年接触

过黄色网站、43％的青少年收到过含有暴力、色情、恐吓、教唆、引诱等内容的电子邮

件或电子贺卡、14％的青少年因为相信了网上的虚假信息造成了财物或身心的伤害。另

外，约55％的青少年有过“因上网导致不适的身体反应"。

第五，论文抄袭情况严重。现在很多学生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对有的课程不感兴趣、

或者感觉有的授课教师讲课方式枯燥无味、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的不想上课等，经常会旷

课，。有些课程的考核是以提交论文的形式进行，他们中的很多人会选择上网抄袭他人

的论文。这种现象在本科生牛jlk论文的写作中尤其普遍，全篇上网照搬，答辩时不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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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这种在校学生上网抄袭论文情况的大量发生，是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也是侵犯他

人著作权的行为，有损于学术道德和网络道德。

第六，充当网络黑客。黑客一词，原指热心于计算机技术，水平高超的电脑专家，

尤其是程序设计人员。但到了今天，黑客一词已被用于泛指那些专门利用电脑网络搞破

坏或恶作剧的家伙。对这些人的正确英文叫法是Cracker，有人翻译成“骇客”。正如

上文提到，很多大学生会利用他们对计算机、网络以及计算机程序的精湛了解，充当着

网络黑客的角色。比如计算机系统第一个蠕虫病毒，就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个毕业

生设计并传播的。

第七，网络犯罪。很多时候法和道德的关系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网络犯罪简单地

讲，就是利用网络进行的犯罪活动。网络犯罪是一种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目前大学生

利用网络进行各种犯罪的报道经常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比如利用网络盗窃他人帐号

密码、利用网络组织卖淫嫖娼行为等。正因为大学生网络犯罪所具有的高知识性特点，

它比普通形式的犯罪更具有隐蔽性、侦查的困难性等特点和因素。

4．2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内容的特点

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内容是联系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的桥梁。大学生网络道德建

设内容应当具有自身独特的品质特点，才能够满足大学生对网络道德教育的真正需求。

总的来讲，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内容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可接受性。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内容，应当是生动的、活泼的，而不应该

仅仅是一些空洞的大话、空话、套话，如果还像过去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那样空泛，其

可接受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毫无效果。道理很简单，一些所谓的大道理，连编者和教

者都不会相信，怎么可能让已步入成年行列、思想热情、思维活跃的大学生接受呢?

第二，科学性。要想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可接受性，必须增强内容的科学性。

所有相关人员，包括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都应当认真思考、积极丌

拓，总结合理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内容，增强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研究大学生网络

道德建设内容的客观规律，让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内容相对稳定，增强其权威性。因

为，如果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内容一直飘忽不定，那么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在很多人

眼单就不是”-fl科学性强、技术含量高的教育内容，从而在思想上、行动上不予足够重

视，这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实践是相当不利的。

第三，现实性。虽然人们常说，网络是虚拟的、虚幻的，从而很多人对自己在网络上的

言．彳于很放纵、相当的不负责任。网络真的是虚拟的吗?根据笔者的观察和研究，貌似虚

拟的网络，本身也是物质的，数码、光电、通讯技术等等这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技术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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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过互联网络所表达的这个世界，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互联网络本身也是人类

表达主观思想和客观世界的一种形式。忽视这个本质特征，无论网络道德教育还是网络

使用者，都容易陷入误区。同时，作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却应当具有完

全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施教者和受教者是现实的；

其次是教育目标和教育目的是现实的；再次是教育手段是现实的；另外最为重要的一点

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内容应当面对现实，面对现实中的大学生、面对大学生网络道

德建设的现状。相对于过去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的欠缺性，我们在大学生网络道德

建设这一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更应强调网络道德教育内容的现实性，它具有更为重要的现

实意义。

第四，先导性。教育的基本功能，不仅是寻找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它同时还

应该面向未来的一种预测和引导，努力培养人们面向现实、走向未来的智慧和勇气。如

果教育仅仅是被现实牵着鼻子走，疲于应付现实中的各种问题，而无暇顾及未来的事情，

则我们可以说这种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是无效率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很不成功的。

对于这一点，列宁曾从反面的角度给予过批判，他说：“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时候什

么地方都是、并且不能不是觉悟工人的代表，而不是不觉悟工人的代表；故意迎合工人

的不丌展状念，是最危险和最有罪的事情。"①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作为教育的一部分， 。

有着与传统教育相同的本质和使命，只不过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面向的是更为复杂、虚

拟的网络环境，情况更加多变，在这种情形下，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应积极面向未来j

具有先导性。

4．3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具体内容

结合以往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关注相关理论研究的成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

文件的精神和指示，我们认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进行健康的网络意识教育。在当今时代，想让大学生远离网络，是不现实

的。网络的积极作用、他在人们生活、学习中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当引导

大学生健康、有效的利用网络，培养他们的是非鉴另I⋯。力，使其在良莠不齐的网络世界

中能别辨是非，而不是被网络误导。

第二，制定并严格遵守合理的网络道德规范。首先要求教育者在真正考察了解大学

生网络道德现状和需求基础上，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网络道德规范。加大宣传力度，使人

人了解，在了解、接受的基础上，认真遵守，使这种道德规范同渐转化成受教者的一种

_彳：f二为爿惯。在这方面，中央有关方面已做出努力和尝试。2001年11月，为贯彻江泽民

《别。j‘选集》第4卷，人氏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页一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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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方略的实施，

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关于“要引导网络机构和广大网民增强网络道德意识，

共同建设网络文明”的精神，增强青少年自觉抵御网上不良信息的意识，团中央、教育

部、文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

向社会发布《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具体内容是：“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

信息；要诚实友好交流不侮辱欺诈他人；要增强自护意识不随意约会网友；要维护网

络安全不破坏网络秩序；要有益身心健康不沉溺虚拟时空。”这些内容对我们是有所

启示的。具体在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中，也应该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加强网络建设的法律制度约束。需要强调的是，光有理想的道德规范还是远

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受教主体而言，仅有抽象的道德规范对其的约束力是不能很好地起

到约束的作用的，在道德规范实施过程中，还应当由法律的作用和力量。因为遵守道德

靠的是一个人内心的信念和公众的舆论，而遵守法律，不仅仅是依靠一个人的内心对法

律的信仰，更多时候依靠的是法律背后的国家强制力。那法律的知识如何获得呢?那只

有通过有效的学习和传授，因此，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应当包含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

其中尤其是网络法律知识的学习，让受教者知道不遵守网络道德，有时不仅仪是道德问

题，更是法律问题，也许会导致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

26



第五章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方法

第五章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

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研究大

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具体问题，就不能不研究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方法问题。合理而

有效的方法能够事半功倍，不合理的方法往往付出很多辛苦，结果却是事倍功半。大学

生网络道德建设的方法尤其如此。因为它面对的是网络时代背景中的当代大学生，因而

形式更为复杂、需要注意的事项更为繁琐、细致。

5．1选择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方法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具体来讲，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方法分为这样几个层次：第一个是属于方法的基

本原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是具体的教育方式问题：第三个是教育艺术与行为艺术方面

的问题。在这里主要探讨第一个方面和第二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在选择大学生

网络道德建设方法的时候，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笔者结合现有理论研究

的成果，认为应遵循这样几个原则性要求：

第一，虚拟性和真实性相结合的原则。在当今网络时代，网络的虚拟性是一种表象，

我们必须看清网络的本质是人的梦想和理想得以延伸的一种创新表达方式。大学生网络

运用中发生的很多问题，很多都是由于所谓的虚拟性引起的。但是，不管网络多么虚拟，

它都是由一定的现实作为基础的。比如网络内容有很多虚拟的成分，但网络却是真实的；

隐藏在网络背后的上网人无论用什么样的代号或网名，但上网人毕竟是真实存在的；虽

然网友们在网络中可能发出各种各样的感叹和议论，但其作为人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同

样有着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人"一样的要求与愿望等等。因此，面对网络世界中形

形色色的情形，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体，应根据具体的情况，在需要以虚拟的身份上

网时，便以虚拟的身份出现；当需要以真实的身份出现时，便以真实的身份出现。在两

类角色的转换中，寻求教育效果的最大化。其实，无论是虚拟的身份，还是真实的身份，

都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在网络世界中，因为彼此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能够给各

自带来所需的安全感，因此他们就会更加毫无隐瞒的发表议论、真实展现自我。这种毫

无保留给教育者了解大学生个体的意识现状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能力留下了充

足的余地。而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者以虚拟的身份上网，与被教育者之问形成平等的网

络关系，更利于彼此的沟通、了解和理解，也更便于对其进行有效的指导和引导，从而

形成更好的教育效果。而在有的情况下，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体以真实的身份上网，

①《毛泽尔选集》第1卷，人氏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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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地发布相关信息，引导相关的讨论和交流，则有利于发挥教育者的权威性，增加学

生的信赖度。

第二，信息传播与信息选择引导相结合。在大学生网络生活当中，大学生们面临着

各种各样的信息诱惑，这其中有的信息是正面的、真实的、有用的，但其中还有大量的

信息是虚假的、误导性的，对大学生来讲甚至是有害的。而对于将要步入社会但是尚未

迈进社会门槛的大学生来讲，由于阅历的欠缺、社会经验的有限性，他们对很多事物缺

乏正确判断的经验，需要人们给予正确的引导。在这种情形下，与其等着网络上的不良

信息泛滥成灾，还不如由各类教育主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积极上网发布、传播相关

正面、真实的信息，这样做的第一大好处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占领了信息传播的阵

地。另一方面，教育者面对网络上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信息，应当积极进行筛选，对

一段时间内比较热门、人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信息进行认真整理、研究和分析，帮助大学

生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

第三，网络教育与网络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服务的理念现在己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公

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领域初步确立，高等教育作为我国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门，它承

担着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输送高级人才的重任。因此，在我国的高等教育过程中

其中包括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中应积极认真严格地贯彻服务学生的理念，一切从学生的

真实需要出发，一切从学生的教育出发。因此在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过程中，也应当贯

彻落实服务的理念。在过去，即便是现在很多高校罩的行政管理人员，官僚作风严重，

对学生极不耐烦，态度抑或冷漠，抑或粗暴，这都是不可取的，应当检讨和修『F，真正

树立起为学生服务的理念。因为学生的全方位发展以便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才是大学存

在的理由。在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过程中，服务理念同样重要。如果教育主体始终以教

育者的姿态出现，就会不知不觉滋生出一副说教者的面孔和口气，引起学生的反感，从

而影响教育的效果。

第四，网上教育与网下教育相结合的方法。网络是大学牛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

但却不是唯一的阵地。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对象始终是生活在网络之下的大学生。他

们要在现实中吃饭、睡觉、学习、交往，而这些才是他们生活的基础。因此，不管一个

人现在是多么的沉迷网络，对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网络之外的教厶J都必不可少。如果通

过网络之下的教育，其中包括道德教育，让他们形成健康的人格、正确的思维方式、深

刻的领悟力和判断力、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就0‘会过度地沉迷网络，也就不

会在网络中做出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也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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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具体方法

上述主要探讨了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方法的基本原则，但是仅有基本原则还是远远

不够的，如果仅限于此，则过于抽象。因此，接下来需要研究的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的具体方法。总结现有的实践上的做法，笔者认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具体方法有以

下几种：

5．2．1建设网络道德建设主题网站并积极发挥其作用

目前在很多高校，都是通过建设网络道德专门网站，以教育平台开展网络道德教

育工作，在现实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项具体工作在运作中也存在着大量的

问题，具体表现为：首先是网站的设计上，版面比较单一，形式很单调，不能够充分引

起学生的注意；在网站主要版面的内容上，不能够对一些当前热门、敏感问题进行报道、

分析和评价，而是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在内容的选取上反而采用保守、落后、模式化

的东西，完全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另外，从网站建设的技术上来讲，大学生网络

道德建设网站内容更新慢，与学生的互动性差。对于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网站，一般学

生很少光顾，即便偶尔光顾，按照要求发表一点言论，几天过去却得不到一点反馈，久

而久之，学生的兴趣会丧失殆尽。最后，就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网站缺乏专人管理，

没有专门的网站维护人员，没有专人负责这一块工作，那么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这一_I，r

重要阵地就会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何况在很多学校，也就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题

网站的建设根本就是空白。基于上述分析这一领域存在的问题，应当努力加以避免改进。

同时，即便是网络道德教育主题网站已经建设的很好了，各方主体也应通过各种方式加

大宣传力度，以便充分引起学生的关注和光顾。

5．2．2进行网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建设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精神，2005年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制定并印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意见》(教社政正2005号)。根据相关规定，高等院校本科层次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四门选修课，并丌设了其他相

关选修课；两个《意见》同时对专科层次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另

外，专、本科学生都要丌设“形势与政策”课程。民办高校、中外合作高校的本、专科

学生课程设置按照该规定执行，成人高校的本、专科课程设置参照该规定执行。根据相

关精神，现在各个高校都进行了相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设胃。但是目Ij，J．在这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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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比如教师授课方式单一，缺少变化，不能充分调动

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这几门课程的课堂到课率比较低，授课效果不明显。针对目前

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问题，建议在网络道德教育中加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教育，比如把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内容引入网络道德教育内容之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等具体知识进行分析，另外可以进行各种生动的网络模拟活动，让学生在比较

生动的网络模拟活动中体验历史真实。通过这些方式，增加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

可接受性，增强授课效果。

5．2．3充分发挥BBS的舆论导向作用

BBS翻译为中文就是“电子公告板”。BBS最早是用来公布股市价格等类信息的，

当时BBS连文件传输的功能都没有，而且只能在节果计算机上运行。早期的BBS与一般

街头和校园内的公告板性质相同，只不过是通过电脑来传播或获得消息而已。一直到个

人计算机开始普及之后，有些人尝试将苹果计算机上的BBS转移到个人计算机上，BBS

才丌始渐渐普及开来。近些年来，由于爱好者们的努力，BBS的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扩充。

BBS系统最初是为了给计算机爱好者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地方。

70年代后期，计算机用户数目很少且用户之问相距很远。因此，BBS系统(当时全

世界一共不到一百个站点)提供了一个简单方便的交流方式，用户通过BBS可以交换软

件和信息。到了今天，BBS的用户已经扩展到各行各业，除原先的计算机爱好者们外，

商用BBS操作者、环境组织、宗教组织及其它利益团体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只要浏览一

下世界各地的BBS系统，你就会发现它几乎就象地方电视台一样，花样非常多。起初的

BBS系统是报文处理系统。系统的唯一日的是在用户之间提供电子报文。随着时间的推

移，BBS系统的功能有了扩充，增加了文件共享功能。

因此，目fj{f的BBS用户还可以相互之间交换各种文件。只需简单地把文件置于BBS

系统，其它用户就可以极其方便地下载这些文件。BBS系统的发展为世界各地的网络爱

好者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提供了极大的便利。BBS这个舆论重地的作用日益明显，有很多

在大学生中间流行的网络红人就是在BBS发源的，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芙蓉姐姐"。

芙蓉姐姐本是一名相貌普通的、常年住在北大校园内考研的考生，但她却“不安分地”

经常在北大的BBS上上传她的照片，每张照片都配以文字火辣的说明，这不但没有引起

北大苹苹学子的反感，却引起大量的学子热捧，以致于每天都有大量的学生守候在网络

上等待芙蓉姐姐的“玉照”，学生们从芙蓉姐姐身上找到了一种大无畏的娱乐精神和对

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和自信。BBS的功能由此町见一般。因此对其的作用不可忽视。

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相关主体应当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方

30



第五章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方法

法来引导BBS上的热点问题的讨论；而且由于网络传播的迅速性的特点，对一个问题，

很快就会形成一个话题中心，因此教育者也应当反应迅速，最好是积极主动出击，用先

入为主的方式进行正面的讨论和宣传。对于BBS上的各种流言，应有正确的态度，不应

采取极端的方式进行压制，而应当是积极疏导，尽快发布正确、权威的信息。对于一些

需要大家讨论、辩论才能够明了的问题，认真做好准备工作，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地位

压人。另外，从教育者的行为艺术方面来看，一定要本着真诚、友善、理性、幽默的态

度和方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开展教育工作。

5．2．4进行网上心理咨询活动

现代人由于学习、工作、生活的压力大，却无从找到发泄的出口，因此会出现很多

的心理问题，这对正常的行为秩序造成很大的威胁和隐患。在大学生中间，由于各种因

素，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而这会引发严重的网络道德失范问题。因此进行各种心理疏导

和心理咨询活动，尤其是在网上有针对性地在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工作中进行网上心

理咨询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上心理咨询较网下心理咨询有独特长处和优点：首先是网络心理资讯具有匿名

性，便于与咨询者进行沟通。鉴于传统的观点和认识误区，很多有着严重心理问题的患

者羞于给人提起自己所存在的心理问题，认为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怕别人会笑话．，

自己，从而隐瞒病情，这有时会引发严重的道德问题，甚至会诱发犯罪。而在网络上，

由于谁都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这样就会给想进行心理咨询的人带来很

大的安全感，从而敞开心扉，也有利于教育者充分了解对方的心理状况和心理问题所在，

从而给予合理的分析、指导与治疗。另外，在网络上进行心理咨询活动，比较方便快捷，

不需要有心理咨询意愿的人劳碌奔波去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另外，在学校进行的网上

心理咨询活动往往取费低廉，甚至是免费的，从而对学生来讲节省了丌支，这也是网上

心理咨询活动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的高等院校中，都建立了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配备有专门的

心理咨询人员，这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这种

现实中的心理健康咨询和治疗，目前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和潜能，甚至在很

多学校，这种心理健康咨询经常会形同虚设。如果在学校的主页上，或者开辟专门的心

理健康咨询通道，专门在网络中解决学生中的心理问题，也许效果会更为积极和有效。

5．2．5进行网上答疑活动

上面已经讲到，在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很多问题L，各个教育ji体应变被动为主

动，积极地发现各种敏感话题，通过各种方式组织学生进行专题讨论，以便形成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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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评价体系

建立评价体系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大学生

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依据。那么，如何运用科学的标准和手段，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进行全面合理的评价呢?笔者在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评价标准这一部分将主要从评

价功能、评价特征、评价标准等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和探讨。

6．1评价体系的功能

总结以往的实践和理论经验、结论，笔者认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的功能和意义：

第一，价值判断功能。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从性质上来讲，主要就是一种价值

判断活动。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体制，合理的评价指标和程序，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努力得出全面的价值结论。吸收其中好的因素、抛弃其中不好

的因素；通过计划一实施一评价一调整这样一个过程形成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良性动态

循环。但是对于传统的道德教育活动的评价，人们往往是运用笼统大概、模糊抽象的方

法对其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太过于灵活性，那么科学性、准确性就不高。随着计算机技

术和网络技术的长足发展，为更加科学准确地进行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提供了较为

坚实的技术基础，价值判断的准确性和科学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得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评价功能和意义日益受到重视。

第二，价值选择功能。价值判断是价值选择的前提，价值选择是价值判断的必然结

果。通过某些标准，我们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进行了利弊好坏的划分，但绝对不是为

判断而判断，这种判断是为现实的实践活动服务的。通过价值判断，从而进行更为有效

的价值选择，并进一步把它反馈到实践中去，不断地改进实践，从而达到更好的实践效

果。

第三，中介沟通功能。评价是实践和理论的桥梁，有了评价机制，理论和实践、过

程和结果才不会相互脱节。在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体制中引入评价机制，可以达到以下

几方面的理解和沟通：首先是施教方和受教方的沟通和理解，其次是教育方内部各个方

面、部分的沟通，再次是促进教育方和社会的了解和理解。通过这几方面的沟通，在相

互了解的皋础上加深理解，增进相互I'LlJ的交流和合作，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铺挚良好

的人文气氛。

6．2评价体系的特征

从经济学的观点讲，价值是指客体刈‘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大学，-网络道德建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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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是指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它主要是指根据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活动满足人们需要

程度，从而对教育进行的价值判断。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也就是要考察其对人们

关需要的满足程度，具体是指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促进了哪些价值、产生了哪些价值，

现了哪些效果。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对于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评价主体而言，具有十分明

的多元化特点。这主要是由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特点决定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主体、方式、结果等都具有多元性特点，从而决定了对其评价主体的多元性。

第二，评价对象的相对不确定性。虽然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大学生网络道德评价

评价对象就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但只有这种简单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很

高校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很多学校尚未丌始这方面的尝试；在

论层面，虽有不少学者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尝试，但对很多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这种情况下，什么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和网络道德教育，大学生网络道德的标准是什么

基本问题尚未理清。在这种理论和实践背景下，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进行效果和价

评价，确定性程度可想而知。

第三，评价机制的不成熟性。这个特征和上述两个特征是相辅相成的。

第四，评价信息的数字化。大学生网络道德评价信息是指评价主体通过各种方式收

的有关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信息和经过分析判断所形成的评价信息。网络时代以

，人们对某一项工作的完成情况和完成效果也会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考核。但那是限

技术手段的落后和不足，人们对所需信息的收集以及所获得的信息的处理，都是比较

放式地进行。现在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发达，评价主体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

收集相关信息，并通过各种多媒体方式来进行存储、演算和分析。因此，相比于传统

评价方法，信息时代下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和其他方面的评价一样，具有数字

的特点。这就意味着评价信息获取量大、传输速度快、传播方式多样，而且便于信息

源的共享。

第五，评价方式的智能化。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的方式是指评价主体进行相关

价时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和工具。传统的道德教育评价往往是通过丌卷考试、问卷调

、同事互评等方式来进彳『，在评价过程巾，人为的影响比较大，评价结果也很不精确、

于抽象。现在通过计算机和网络系统，就lIJ．以大人避免以往评价的这些不足，使评价

果更加客观、真实。既然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具有多元性、不成熟性和不确定性，那

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t)LN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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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制定评价体系的原则

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评价的直接依据，是根据一定时期人们对道德、网络道德的具体认识，以及对一项教育

活动的现实期待作出的评判。

一系列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全貌，比较准确、

全面地分析评价对象的实施效果。在制定出科学合理完整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标准之

Iji『，应确定一系列基本要求和原则。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大学生网络道德

建设的现状，笔者认为，制定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标准时，应符合下列原则：

第一，大学生网络道德评价应当始终把握方向性的基本要求，始终以我们党和国家

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为根本评价标准。在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领域，不仅仅是一些技

术性的小问题，有的还涉及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根本斗争和对青少年的争

夺。自1990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巨变以来，虽然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有所放缓，

但是这种“和平演变”的努力和企图依然每时每刻都在存在着，对此，我们不能不有所

警惕和防范。如果在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领域，不孥持社会主义道德理念，对是否进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有所犹豫，任由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在网络渗透，我们的

网络道德教育领域就无法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抢占阵地，从而有可能丧失应有的。i

功能和作用，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目标就会落空，其中包括大学生

网络道德建设的目标亦同样无从实现。

第二，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应当把握客观性原则。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应

当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网络时代下大学生网络道德的现状及其客观的发展规律

为评价的事实基础。评价主体应当认真研究网络道德教育的特点，制定出客观、具体的

考核评价标准。如果评价主体脱离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现实情况和现实规律，闭门造

车地设计评价标准和评价依据，不但不会有任何的帮助和价值，反倒会引起一系列负面

的影响。比如况评价结果不客观、评价的作用无法显现甚至还会极大地影响大学生网络

道德建设从事着的积极性，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应坚持全面性原则。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的全

面性，是指评价主体应当而向评价对象的全部方面和领域，包括教育主体的结构和职责

分工、教育过程的合理设计、教育方式的搭配选择、受教对象的范闹确定和对教育的理

解和接受程度、教育效果的考核和分析等。也就是说，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应面向

网络道德教育的全过程，而并非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只有这样，爿。能全面反映

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全貌，有助于全面把握评价刈‘缘的整体状况。另外，全面的大学

气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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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指标的设计也应本着全面性的原则，达到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的统

一，既要对评价对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又要考虑相关方面的评价。

第四，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应坚持系统性原则。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的全面性

不意味着评价的系统性，二者属于互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概念。全面性着重于网络道德

教育的全貌性，而系统性则侧重于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整体性。全面不一定系统，系

统也不一定全面。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系统是分层次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评价的系统性主要有这样几个具体要求：首先应坚持整体性原则；其次要考虑工作的层

次性；三要考虑工作的轻重缓急；四要考虑工作的相关性。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各个

环节不是相互分离互不相关的，彼此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因此评价工作也应整体有序地

进行，既要进行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各个环节的评价，又要把其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

统进行评价。

6．4评价体系的具体标准

根据以上确定的评价要求，笔者设计了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评价体系的具体标准。

第一，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责任主体的评价标准。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责任主体的评价标准

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责任主体的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全面 lO

主体范围 一般 6

少 2

合理 10

主体结构 一般 6

差 2

专业 10

专业程度 兼职 6

业余 2

，+

同 10

文化程度 一般 6

差 2

学生满意度 同 10

一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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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2

向 10

敬业程度 一般 6

低 2

细 10

分工程度 一般 6

无分工 2

严格 10

责任承担 一般 6

无责任 2

局 10

网络知识 一般 6

低 2

向 10

政治理论素养 一般 6

低 2

上述评价标准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体评价进行的指标设计，最高分是

100分，最低分是20分；60分以下为不称职、60-80分为基本称职、80-90分为称职、

90分以上为优秀。

第二、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内容评价标准。如下表二所示：

表二：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内容评价标准

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过程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同 10

全面性 一般 6

低 2

强 10

合理性 一般 6

差 2

比例性 同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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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6

低 2

突出 lO

重点性 一般 6

差 2

强 10

现实性 一般 6

差 2

同 10

灵活性 一般 6

低 2

强 10

针对性 一般 6

差 2

强 10

操作性 一般 6

差 2

强 10

可控性 一般 6

差 2

强 10

系统性 一般 6

差 2

上述评价标准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内容评价进行的指标设计，最高分是

100分，最低分是20分；60分以下为不合格；60—80分为基本合格、80分-90分为合

格、90分以上以上为优秀。

第三，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过程评价标准。如下表三所示：

表三：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过程评价标准

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过程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一

计划程度 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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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6

低 2

重视 lO

领导重视程度 一般 6

不重视 2

局 lO

人员分工程度 一般 6

低 2

品 10

实施过程的系统性 一般 6

差 2

同 10

实施结果的有效性 一般 6

低 2

向 10

灵活程度 一般 6

低 2

灵活 10

工作方式 一般 6

单调 2

合理 10

工作程序 一般 6

无程序 2

合理 10

机构设置 一般 6

小合理 2

完善 lO

组织制度 一般 6

不完善 2

上述评价标准主要足针对大学，卜网络道德建设过程评价进行的指标设计，最高分是

l()()分，最低分是20分；60分以下为不合格；60—80分为基本合格、80分一90分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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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90分以上为优秀。

第四、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网站运行评价标准。如下表四所示：

表四：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网站运行评价标准

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网站运行评价标准

评价对象 评价标准 分值

全面 10

网站栏目 一般 6

少 2

合理 10

内容扳块 一般 6

差 2

好 10

内容链接 一般 6

不好 2

向 10

互动性 一般 6

差 2

大 10

网站信息量 一般 6

小 2

丰富 10

信息形式 一般 6

低 2

细 10

分工程度 一般 6

无分工 2

同 10

响应程度 一般 6

低 2

点击率 局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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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6

低 2

同 10

创新性 一般 6

低 2

上述评价标准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网站运行评价进行的指标设计，最高

分是100分，最低分是20分；60分以下为不合格、60-80为基本合格、80-90分为合

格、90分以上为优秀。

总之，通过确定合理的大学生网络道德评价原则和评价指标，能够科学合理地分析

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各个方面工作的绩效性，上述原则和具体评价指标不过是笔者参

考现有的实践经验和研究结论，进行的小小尝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表格的设计和

评价数据等的列举都参照了现有的研究结论和成果，在此表示感谢!)另外，上述评价

指标的设计，其实还是相当抽象性的，比如说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主体合理性方面，什

么标准才是合理的，什么又是不合理的等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性界定。由于笔者实

践经验的缺乏，其中还有很多过于抽象的东西。“实践出真知"，在以后的丰富生动的大

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实践中，应该会有更为实用、可具操作性的评价体系的制定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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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结论

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它应当引起各

界的高度重视，深入研究网络价值对道德伦理的深刻广泛影响，并结合国情和大学校园

特点，制定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规范，认真落实，让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逐渐适应时

代的发展需要。

在此，笔者以并不成熟的研究方法、浅陋的知识拙成此文。其中许多观点尚待探讨，

自感有许多现实而具体的问题尚未涉及；细想至此，不胜惶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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