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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络行为规范与学生网络素养培育路径研究
王艳丽

（西安翻译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5）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越来越成为高校学生学习、生活和娱乐的重要场所，在学生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是学生实现成长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当时在网络带给学生便捷的同时带来了不小的威胁与挑战，可以说，网络对大学

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学生应学会趋利避害，既要发挥网络在生活与学习中的积极作用，又要竭力避免其对自身精神层面、学习层面等

的影响，在应用互联网的过程中要端正态度，提升网络素养。本文将在此背景下，将目光聚焦于互联网对学生的影响，探索高校网络行

为规范与学生网络素养提升的具体路径，从网络行为和网络素养的概念出发，进而深入到对两者概念的解析上来，最后探索相关教学策略，

以期培养学生规范的网络行为和高度的网络素养，为互联网大环境的优化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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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成

为大学生获取知识、交流思想、提升自我、休闲娱乐的重要工具。

网络为现代社会带来很多便捷的优势，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庞大信

息洪流带来的弊端，其开放性、匿名性、共享性等特征会造成信

息失真等问题，网络暴力、造谣传谣的问题逐渐凸显，网络环境

越来越复杂。大学生群体越来越成为时代发展的主力军，在网络

世界中同样有着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当前许多大学生对网络行

为规范的认识和理解不全面，在实际操作中也可能与自身理念产

生偏差，并且在当下浮躁的网络环境中，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

和批判性思维。因此，高校要从学生群体入手，规范网络行为，

提升网络素质，为清朗网络环境治理做出自己的努力，共同营造

一个健康、积极的网络环境。

一、高校网络行为规范与学生网络素养培育的现实困境

从基本内涵上来说，网络行为是个体或者群体在网络环境

中的一切活动，如社交活动、搜索信息、浏览信息、金钱往来

等众多方面的行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网络行为的内涵也在

不断扩充当中，在原有行为的基础上增加精神层面的内容，如

个体或群体在网络环境中多呈现的态度、情感和思想等。随着

网络行为内涵的延伸，其所具备的互动性、匿名性等特征带来

了一系列负面的社会影响，如网络暴力、隐私泄露、网络欺诈等，

对青少年群体价值观塑造、社会氛围、社会责任感等方面提出

不小的挑战。

从制度层面上来说，网络行为规范是一个相对较为复杂的体

系，受多方主体管控，尤其是面向高校学生的网络行为规范，由

于其制定单位的职责不同，规范的整体效力也有所差别。我们可

以从网络行为规范的实际效力出发，从小到大、由浅入深、层层

深入的逐层进行分析，即法律层面、法规层面、规章层面、制度

层面，相互补充，为高校学生规范自身网络行为提供制度支撑，

但是专门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网络行为规范数量较少，规范主体较

为分散，整体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课程建设上来说，当前很多高校没有针对网络行为规范和

网络素养的课程，没有专门的学习渠道，也没有系统、准确的知

识教学。教师和学校层面通常是以呼吁的形式倡导学生遵守网络

行为规范，提升网络素养，没有搭建科学、严谨的教学体系，学

生对网络行为规范的理解全依靠自己的看法和了解，离不开自我

认知的局限性。还有一部分高校虽然设置相关课程，但是存在内

容零散、不系统的问题，或者将教学中心放在理论层面而忽视实

践活动，课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有待提升。

二、高校网络行为规范与学生网络素养培育的现状思考

（一）高校网络行为规范与学生网络素养培育可行性

网络行为和网络素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整体，规范的

网络行为能引导网络素养的提升，良好的网络素养能进一步优化

网络行为。一方面，网络行为行动引导学生提升网络素养，实现

网络素养的良好实践。面向高校的网络行为规范不仅仅包含正确

的行为准备，更是素质教育实体化，让学生明白什么样的行为是

规范的、可行的、理智的、有素养的，并在日常网络实践中严格

遵守，正确学会运用网络资源，养成良好遵守法律、尊重他人、

维护秩序的习惯。此外，大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引领带头作用，

将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实践中规范网络行为，提升网络修养，

通过设置相关活动，带动、呼吁其他群体一同构建良好网络环境。

另一方面，良好的网络素养能推动良好网络行为的形成。思想是

行为的指引，正确的网络认知和过硬的网络素质能直接影响学生

们对网络行为的理解和执行能力，还能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其中潜

在的问题，为完善法律规范提供意见和建议，严格要求自身行为，

同时影响身边的家人、朋友一同规范网络行为，营造良好环境。

（二）高校网络行为规范与学生网络素养培育必要性

首先，提升学生网络素养有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新的

时代背景和教育理念推进下，高校教育目标不能只局限在学生专

业素养的构建上面，而是要将目光聚焦于学生综合能力发展。提

升学生网络素养一方面是学生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要求。在数智化

时代信息素越来越成为学生综合能力的判定标准，良好的信息化

素养不仅是学生适应现代社会的必备技能，更是提升职场竞争力

的必然要求，能够帮助学生在碎片化、庞大的信息潮中高效地获

取真实、准确的信息，为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创新创业提供良好

基础。另一方面，良好的网络素养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提升学生网络素养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让学生在面对网络

消息时，首先要进行独立的思考，谨慎发言，不要被浮躁的环境

和从众心理影响，成为他们煽动信息、制造混乱的工具，要始终

保持头脑清醒，作出明智的判断和选择，坚决抵制不良信息和诱惑。

其次，提升学生网络素养有助于营造良好网络环境。互联网

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交产业场所，其环境质量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高校学生作为网络使用主体之一，在维护网络环境方面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提升学生网络素养，能够进一步优化学生在网络世界

中的行为，从个体角度为抵制不良信息、抵制网络暴力、维护清

朗网络环境贡献一份力量，不做互联网的“加害者”，更不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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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互联网的“受害者”。同时，提升学生们的自控力和判断力，

预防学生沉迷网络游戏，帮助学生远离网络诈骗，更好地应对网

络带来的挑战和压力。

三、高校网络行为规范与学生网络素养培育的路径研究

（一）设置相关课程，加深学生认知

课堂是学生获取知识、提升素养的主阵地，培养学生良好的网

络素养也可以借助课程课堂教学的形式，向学生进行系统、科学、

专业的网络行为规范教育，引导学生以正确的观点和理念面对网络，

以规范的行为约束自身。首先，加强理论教学。课程内容应尽量全面，

涉及道德水平、法律制约、信息安全等多个层面，帮助学生全面了

解网络行为规范的多样性和重要性。其一，教师可以将网络素养培

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从道德层面引导学生了解网络道德

的基本内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最终目的是，

以正确的网络价值观，引导个人网络行为，明确高校学生身份在维

护网络环境中的权利与义务，始终以健康的网络使用习惯约束自己。

其二，教师可以从学生个人安全方面进行理论教学，如何在进行网

络行为时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如何预防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具

有较强危害性的事件，增强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在保护自身安全的

情况下提升网络素质。同时，教师可以将与网络行为相关的法律法

规传授给学生，一方面让学生明晰网络行为的边界感，自觉约束自

身行为同时；另一方面，也要善用法律，在遇到问题与困难时，学

会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其次，提升

课程的实践性特征。实践是提升学生能力的重要渠道，在培养学生

良好网络素养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从强化实践应用的理念入手，全

面提升学生网络素养。例如，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

平台账号等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宣传活动，让学生担任编辑内容的

主要角色，从学生角度解读他们在网络冲浪中遇到的困难，并发布

相关网络规范和网络素养的教育内容，以轻松愉悦的形式帮助学生

更深入的了解相关知识。

（二）营造健康网络环境，引导正确行为

环境具有隐形的教育功能，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们的精神

领域和行为产生影响，在规范高校学生网络行为、提升网络素养

的活动中，高校、教师、家庭等多重主体应相互携手，结合实际

情况，为学生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引导他们作出正确的行为和

选择。第一，在校园环境内。校园是高校学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

场所，高校可以从自身环境入手，为学生提供健康的校园网络环境，

通过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精神文化，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行

为习惯。在校园网环境内，高校可以借助专业人士加强审核技术

再加入人工审核流程进一步加大信息审核力度，着力清除网络上

的低俗、暴力、虚假信息，为学生提供一个纯净的校园网络环境。

在物质文化方面，高校可以借助传统宣传栏张贴关于不良网络行

为的危害、文明用网小贴士等，或者在广场、食堂前等人流量聚

集的场所布置与网络素养相关文化墙，无形中熏陶学生们的精神

世界。此外，还可以在校园内设置与网络行为相关的办公室，既

鼓励学生积极举报不良网络行为，又能帮助学生解决在网络上遇

到的伤害和问题。第二，在社会环境内。高校学生正在慢慢向社

会环境中渗透，此时家庭仍然是学生除校园外最多的社会场所之

一。家庭成员应和学校构建协同育人的格局，监督学生在家庭中

的网络行为，时刻督促他们不沉迷、不轻信、不跟风，正确、健

康地使用网络。具体来说，高校可以和家长建立长期稳定的沟通

机制，让家长了解关于网络行为规范和网络素养的具体要求，随

后共同制定监督和教育计划，让家长成为培养学生高度网络素养

和正确网络行为的有力防线，确保学生在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中成长。

（三）加强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

高校应充分发挥顶层设计优势，制定明确的网络行为规范与

准则，将学生在制度约束下，自觉提升自身网络素养。当前我国

针对网络环境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高校应在这一体系

的基础上，结合院校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更实际、更系统且具有

一定前瞻性的校园文化制度，为学生网络素养提升提供制度保障。

从制度构建方面来看，高校网络行为规范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的

系统性的工程，既要从宏观出发，以国家统一立法和地方立法为

基础，以高校网络素养提升工作的总体目标为基准进行统筹规划，

还要从微观出发，结合本校学生当前出现的网络问题，依托人才

培养方案和方向，两者结合构建科学、合理、可行的校园制度。

在面向高校学生这一具体受众时，高校要针对他们特有的发展性

特征，如心理发展、学业成长、职业成长等进一步加强规章制度

的规范性，还要从学生年龄特点和创造性能力较强等方面进行针

对性优化举措，增强制度建设的前瞻性，从新型网络技术手段和

采用入手，尽可能地规避网络立法盲点。从制度执行方面来看，

高校可以通过加强惩戒措施的手段强化执行力。一方面，将网络

行为规范融入教学评价当中，和学生绩点、奖学金评选、班干部

选举等切身利益相关事件相挂钩，当学生出现网络违规行为时发

现对现实生活也产生影响，通过对学生的警示教育，让学生明白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自觉约束自身网络行为。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数字化时代的不断深入，互联网成为人们生

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大学生群体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互联网在改变传统，为人们提供便利与创新的过程中，其弊端也

逐渐凸显，尤其体现在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中，不真实信息、网络

欺诈、隐私问题等对人们造成的不良影响也越来越多。大学生作

为网络阵地的新主体，慢慢成为改变恶劣网络环境、营造积极氛

围有力主体，高校作为人才输出的重要阵地，应采取积极的态度

迎接这一挑战，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网络行为的意识和能力为己

任，深度解读网络行为和网络素养的概念和联系，从网络行为规

范的特征出发，认识到提升学生网络素养的必要性，进而通过加

强制度保障、制定相关课程、营造良好环境等手段，全面提升大

学生群体对网络行为规范的认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认知能力、信

息筛选能力、批判思维等，成为塑造良好网络环境的重要主体之一。

参考文献：

[1] 成丽娟，王巍 . 基于网络素养教育的高校学生电信网络诈

骗防范研究 [J]. 科教文汇，2023（03）：34-37.

[2] 阙凤仪 . 大数据时代高校学生网络安全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及应用研究 [D]. 武汉工程大学，2022.

[3] 秦晴 . 新时代高校学生干部网络素养的培育路径——基

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 [J]. 教育观察，2021，10（45）：10-

12+20.

[4] 周健颖 . 我国高校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及原因探析 [J]. 现代

商贸工业，2020，41（03）：66-67.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课题；

西安翻译学院校级品牌课程

课题名称：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网络行为分析与研究（课题

编号：SGH21Y0445）；西安翻译学院校级品牌课程（课题编号：

ZK2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