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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网络文化本身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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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面包括：一、网络文化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二、网络文化的定位

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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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是一种技术形态的东西，不具有阶级性、政

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但是，作为一种信息的传播

方式也就成为了一种思想文化传播的途径。因而我

们可以说，网络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文化内涵的概

念，是一种不分国界、不分地区的，建立在 Internet 基

础上的信息文化。网络文化是文化形式（网络）和文

化内容（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法律等）的统一体。

时代在进步，文化在发展，网络文化是我们所处

的这个时代的产物，网络文化应属于文化发展的新形

态，是文化进步的新趋势。所以，对网络文化这一新

鲜事物我们只能去正视它，而不能忽视它，更不可以

全盘否定它。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更

应与时俱进，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这一新时代和新文

化的到来。网络文化对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思维

方式的影响与日俱增，而且随着网络的社会化趋势不

断加深，网络文化将不仅影响的是青少年，而且将影

响到社会各个阶层，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网络文

化的出现和发展给整个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带来的是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刻的、全方位的影响。网络文

化对于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

的地位关系、教育模式、教育组织方式、教育过程、教

育功能等多方面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

难逢的机遇，即网络文化带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

具有双面性的。那么我们如何趋利避害，用正确、积

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和信息占领网络这个阵地，用文

化凝聚人心，用文化塑造高尚精神，用文化管理和服

务于群众，用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同时防止别有用心

的人利用网络传播错误思想和不良信息，是我们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时期责无旁贷的一项紧

迫课题。因此，我们有必要花工夫、下大力气探索和

认识网络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一些规律性的东

西，诸如网络文化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的，网络文化如何定位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功

能的发展趋势等等。我们只有本着解放思想、事实求

是的精神不断地摸索，寻找科学的规律，才能用以指

导我们的实践，更好地建设网络文化，优化网络育人

环境，卓有成效地发挥网络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功

能。

一、网络文化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机

制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思

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形成与

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教育，促使受教育者产生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以

形成一定社会所期望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过程［1］。网

络文化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通过一定的作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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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完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我认为，这一机制主要

包括凝聚和向心机制、渗透机制、自主构建机制和外

围强化机制。

（一）凝聚和向心机制

文化具有凝聚功能，它使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

容易亲近、相互理解，并进而产生相同或相近的思维

和外在行为。这种情况，文化心理学将其称为认同。

认同是有层次的，分为浅层、中层和深层。浅层次的

仅仅是对某种习惯或行为的认同；中层次的，是对某

些思想观念的认同；深层次的则是对信仰、信念的认

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同层次，其认同层次取决

于文化内在品质，特别是蕴含其中的价值观对人们的

影响最为深刻。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人们具有共同的

政治目标，并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而奋斗。而共同的

政治目标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和信念基础之上的。

因此，网络文化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必须

使人们具有对信仰、信念深一层面的认同。决定人们

信仰、信念的价值观，是人们文化心理的核心。网络

文化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就必须在广大人民群

众中树立共同的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

并用这种价值观去影响、团结人民，使人们接受社会

主流政治文化，认同社会主导的政治目标，并向着同

一目标奋斗。网络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是通

过社会化的系统工程，通过社会网络文化、校园网络

文化、企业网络文化、社区网络文化等多种形式的合

力作用，在丰富多彩的、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的熏陶

教化中满足人们多层次精神文化的需求，从而完成思

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二）渗透机制

渗透是指网络文化将传统的“灌输”方法转变为

“吸引”和“参与”的方法，在各种网络文化活动中传输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内在地

融合于文化活动之中。换句话说，网络文化渗透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的主要手段是开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

内容相一致、相融合的网络文化活动。

青年通过辩证思维感知社会期待，并按照这种社

会期待建立稳定的角色，掌握生活和生产技能，形成

规范行为和明确的生活目标。网络时代的教育工作

者应该从高高在上的位置转变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

知己，积极寻求适应网络时代新的环境和新的教育对

象的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体现思想政治教

育的时代感、针对性及实效性。通过开展融思想性、

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多种形式的网上文化活动，

教育者能够潜移默化地、润物细无声地把社会的期待

告诉青年们，同时增强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

力，提高自觉抵御错误思潮和腐朽生活方式影响的能

力。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渗透在文化中的价值导向是

扭曲的，或杂乱的，那么负面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三）自主构建机制

“自主建构”即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是自主地、能

动地生成、构建的，而不是外部力量模塑而成的。

无论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宣传还是知识的传

授，都是要通过大众用自己的感官去接受，并经过自

己的大脑加工、整理和储存。对于这个内化的过程，

任何强制性的措施都无济于事。特别是现代网络传

播技术将信息传播方式由单向转变为双向，网络文化

的消费者由传统的被动接收发展成为主动地、有选择

性地获取信息，大众的主体地位才开始得到体现和关

注，但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认识到这一

点还远远不够。强调受教育者的自主构建旨在强调：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网络文化这样一种与现代人越来

越密切接触的文化形式作用于受教育者，必须着眼于

对受教育者内在动机的唤醒，使受教育的活动达到自

觉自愿的程度；必须注重提高他们自身的内省力，使

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从而独

立地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不断地将客

观形态的外部影响内化为他们主观形式的认识、情

感、动机、态度等。

那么，怎样才能唤醒他们的内在动机呢？我们知

道，需要是人的最本质、最原始的规定，未满足的需要

是推动人行动的原动力，满足人的需要是调动人的活

动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列宁曾指出：如果你不善于把

理想与经济斗争的参与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那最

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可见物质利益需求是

精神需求的心理认同的基础或平台。在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中，通过网络文化真正地做到为民办实

事，引导他们确立正确的物质利益观念，才能最终从

物质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观念的认同。

（四）外围强化机制

借助于网络技术为载体的网络文化要想充分发

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就不能孤立地去理解它，创造

和建设它。网上网下是一个整体，二者不能失去平

衡，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

我们要强调网络道德、网络伦理、网络法纪、网络政

治、网络心理教育等，要教育人们特别是广大的青少

年增强对全球网络文化的识别警觉能力，自律抗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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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加强网

内与网外的联系，注重外围强化的必要性。努力营造

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让人们进入一个虚拟

与现实和谐统一的境界。使一切不良因素无立足之

地，无可乘之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网络文化的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不等于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包容一

切，而是使网络的途径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相

配合。同时要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网络文化运行体

制。网络文化的发展需要计算机、电信、文化等多种

产业部门的有机结合，但这些部门多处于单兵作战的

状态，未形成整体合力。因此，创立一种现代的以资

本为纽带，以市场为依托，以政府为主导的网络文化

运行体制，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紧迫任

务。

二、网络文化的定位及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网络文化的定位———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唱响主旋律

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网络文化本身并不是思想

政治教育，这也就是说，网络文化并不都是有利于思

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

划、有组织的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只有按思想政

治教育目标进行建设的网络文化才能发挥思想政治

教育的功能。在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监管的过程中，建

设较之于监管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行为。而建设网

络文化，准确的定位是关键，它构成了网络文化的灵

魂。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生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其

根本宗旨就在于帮助人们确立信仰和信念，寻找人生

的意义，关注人生的终极目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多

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和多种利益群体的出现，反映

到意识形态领域，造成多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矛盾

斗争错综复杂。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迅

猛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客观上存在着不同意识

形态，既有无产阶级思想，又有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还

会有封建主义思想。不同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的经

济基础起着截然不同的反作用。因此，在这个社会转

型的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更担负着指导人们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抵御思想意

识形态领域里消极、落后观念的侵蚀，建立社会主义

新观念的重要任务。信仰、理想和价值观念是一个民

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的

政治理想，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进步的精神动力。

由此看来，网络文化的定位，在于确立和倡导主流意

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网络文化的定位

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特别是在传

统思想道德体系受到冲击，新的崇高社会价值尚未确

定的时候，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弘扬主旋律和主流意

识，唱响主旋律。“唱响主旋律”最主要的，就是要高

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大力弘扬社会正气和时代精神，坚持“以科学的理论

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根本方针，用一切有益于人

们身心健康的精神产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增强人民

的责任意识、群体意识和创新意识，真正把人们的智

慧与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和充分发挥出来，为我

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保障

和精神动力［2］。

（二）网络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其发展趋势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强调、明确两个观

点：

1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也许并没有把思想政治教育

当作一门科学，甚至有些教育者本人的意识里也可能

是这样认为的，似乎它只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和任务，

好象谁都能做。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

地位，这在现实中已是不争的事实。观念的落后和陈

旧将直接导致行为创新动力的缺失。在新的机遇和

挑战面前，有必要让教育者先接受教育，从思想和行

动上真正地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善

于综合运用社会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网络科学等

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自觉地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规律进行积

极主动的探索，并用之指导实践，尽快促使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完成从经验走向科学的转轨过程。只有抱

着科学的态度，发展的观点，才能真正使思想政治教

育在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并由此产生巨大的社

会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

责。

2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动态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总是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通过培

养人来为一定的社会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社

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生产和生活越发展、越复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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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越迫切，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过

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也得到发展，其功能即它对

其他事物的影响或者说作用自然也要随之而变化，也

在其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动态

的发展过程。结合当前的实际，我们必须把思想政治

教育放置于日益丰富和急剧变革的社会大环境中分

析，放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背景下考察，放在世界

新科技革命大格局里研究［3］。

在网络信息时代，我们通过建设、管理和运用网

络文化这样一种特殊的信息媒体，结合网下其他渠

道，采取多种形式，从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由传统

到现代的成功转型。思想政治教育原有的功能如价

值导向功能（政治功能）在网络时代不仅依然存在，而

且日益为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

供重要的思想保证。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借助网络文化中介，其经济功能、服务

功能、管理功能等也将得到重新认识和不断地被开发

出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重大。

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人”的思想、观点和立场，

从“人”出发，构建在“人”的基础之上的一项基本的人

生教育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两个能动体教育者和

受教育者都是“人”。因此，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应

该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的优势特征，坚持以“人”为本的

原则，以完整、科学、准确的人的特征为依据，遵循教

育对象的思想和行为形成与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以

一系列符合人性的、体现人文关怀价值的教育方法和

手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

极性，发挥人的潜能，满足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合理

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最终实现社会与

人协调一致的发展。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功

能、服务功能如心理咨询、就业预测指导服务等地位

的上升，正是基于这一点而提出的。不言而喻，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

客观要求［4］。

参考文献

［l］李文辉 . 论思想政治工作过程的结构［J］. 思

想政治教育，200l，（9）.
［2］袁贵仁 . 认清形势 明确任务 进一步推进高

校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进 网 络［J］. 思 想 理 论 教 育 导 刊，

2002，（6）.
［3］韩圣喜 . 社会转型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

工作探析［J］.济南：发展论坛，200l，（4）.
［4］郑永廷 .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展［J］. 思

想、理论、教育，200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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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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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culture is not thought political education when it is under‘natural’condition . Its effect on
thought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two sides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 The article puts emphasis on two aspects . First，
how internet culture carries out the function of thought political education；second，how to orient internet culture and the
function’s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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