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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完善的人格是人类社会及人的发展追求的基本目标。网络社会为人格塑造创

造了有利条件，但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深入研究网络社会的心理机制和运行规律，塑造健康完

善的人格，是当代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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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问题是古今中外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高尚

完善的人格也是古今中外人们孜孜追求的重要目标。

人格既是一个心理学的课题，也是一个伦理学课题。

从心理学角度看，人格主要是指一个人在生活中表现

出来的各种行为的内在统一性、前后连贯性及对他

人、社会和事业的基本态度；从伦理学角度看，人格主

要是指一个人在对他人、社会和事业的态度中所表现

出来的道德境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人格都是极其

重要、不可忽视的，它既是个体人生中必须解决的问

题，也是整个社会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一个社会

的个体，如果有了健康高尚的人格，那么就会有良好

的个体行为，有了良好的个体行为，整个社会的运行

就会是健康的。反之，就会出现不良的个体行为，整

个社会的运行就会混乱无序，现代教育和社会发展都

自觉地把塑造健康完善的个体人格作为一项重要的

工作和任务。

一

古今中外，个体及社会都在深入研究、努力塑造

和积极追求健康高尚的人格，那么，健康高尚的人格

具体标志到底是什么？经过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大量

研究，健康高尚的人格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心

与外在行为的一致性，各行为间的和谐性，心理和行

为在发展过程中前后连贯性，个体独立性和与社会他

人相容性的较好统一，对他人、社会及事业的态度的

统一性，对他人的心理相容性，对社会的责任性，对事

业的意志追求性，等等。

在漫长的蒙昧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

低下，生活方式的落后，个体人格虽然在不断的进化，

但进化缓慢，人们虽然对高尚的人格进行永不停止的

憧憬和追求，但现实社会的愚昧和落后使个体人格的

塑造缺乏肥沃的土壤，人格中的愚昧性、依赖性、过分

知足性、封闭性、对新鲜事物的恐惧性等严重制约和

束缚了人格的健康塑造和成长。随着工业文明和市

场经济的发展，给人格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和环

境，人格中的独立性和自觉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由

于人的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人格中的开放性，对他

人，对不同文化的容纳性，对新文明形式的接受性都

大大地增强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个体知识素质

的提高，人格中的愚昧性得以逐步消除，人格中的文

明性明显增加。但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社会在促进

人格健康塑造的同时，也使人格塑造出现了新的问

题：由于工业文明的快节奏性和工作的整体性，一方

面严重影响了个体独立性的存在空间，使个体行为日

益狭隘化、单一化，另一方面使个体的心理时常处于

紧张焦急状态之中，促使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出现分裂

的趋势；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逐利性和流动性，在锻炼

个体意志、促进个体成长等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同

时也造成了个体为了逐利和竞争而加速了心理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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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裂的趋势；个体与他人越来越不相容的趋势；个

体行为的横向一致性、纵向连贯性日益难以做到，对

他人的关心度、对社会的责任度和对事业追求度明显

下降，个体心理自觉程度严重不足，个体独立性、创造

性下降，个体自我价值意识扭曲，心理紧张焦虑程度

明显上升；人格分裂、人格变形现象日益普遍和严重，

个体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日益成为社会问题，有关

75%以上的个体不同程度上存在人格障碍和心理疾

病的调查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以上种种，使人格的

良好塑造和个体的健康成长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使个

体行为的反他人性、反社会性有所加剧，整个社会存

在和发展的和谐性、健康性开始受到日益明显的威

胁。如果不及时并顺利地解决好人格的健康塑造问

题，将无法真正实现人的价值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人类慢慢地进入了网络信

息社会，它为个体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

遇及条件。网络社会从广义上讲是指：以国际互联网

为基础，以信息瞬间互享，主体全面互动，行为隐性表

现，地理空间消失，个体心灵自由等为特征，个体和社

会已经与网络密不可分，并深受影响。从狭义上讲，

网络社会是指由利用网络获取信息、利用网络表现自

己、利用网络与人交流、利用网络娱乐自己、利用网络

组织生活等的人构成的群落。从广义上讲，人类如果

在生产、工作和生活上与网络已密不可分，网络已成

为人们生产、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手段，那么就可以称

人类进入了网络社会；从狭义上讲，如果经常利用网

络获取信息、人际沟通、自我表现等的人（俗称“网

民”）形成一定规模，我们就可以讲产生和形成了一个

与现实社会相对应、相伴生的网络社会（在本文中，网

络社会兼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更多情况下是做狭

义理解）。在网络社会中，个体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

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格塑造的基础、环境和条件

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为人格的良好塑造和个体的健康

成长提供、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使个体的人格塑

造也出现一些良好的态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网络社会的信息瞬间互享丰富了个体的内

心世界，逐步减少了个体内心的空虚程度，为个体人

格的良好塑造和健康成长奠定了较好的信息资源和

心理基础。

第二，网络社会的个体心灵表现的隐秘性和自由

性，可以消除个体现实社会中心理世界的紧张焦虑状

态，减少人格中的分裂和冲突现象，促进人格的健康

塑造。

第三，网络社会的互动性和心灵交流的及时性，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现实社会的快节奏及利害关系

而造成的人际关系的紧张和疏远状态，拉近了人际关

系的心理和空间距离，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始终是塑造

健康人格的重要条件。

第四，网络社会的多人互动交流，平等表达观点，

使个体能慢慢养成平等友善的态度，善于倾听的习

惯，容留不同观点的肚量，有利于克服个体人格的固

执、独尊、排斥等不良因素和倾向。

第五，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宽松性和广阔性，为个

体的独创性提供了广阔而宽松的空间，有利于个体独

立性、创造性和自尊性的培养，从而使个体的自我价

值意识得以保存，而良好的个体自我价值意识是健康

人格塑造必备的心理基础。

二

网络社会在对个体人格塑造创造和提供了有利

的机遇及条件的同时，也给人格塑造带来了许多不利

的方面和因素，如果解决不好，其负作用将远远大于

积极作用，个体人格的健康塑造就会更加困难，个体

行为就会更加紊乱，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就会出现

大的问题，所以必须深入研究，认真对待，科学解决。

从理论上讲，网络社会、网络信息传播的一些固

有属性和特征容易诱导个体人格的不健康倾向（或称

做网络潜在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网络社会的虚拟性、隐秘性，容易诱发和产

生人格的虚假倾向，强化人格中的虚伪成分。由于网

络社会是与现实社会相对应而存在的一个虚拟空间，

在这个虚拟空间中，自己的性别、姓名、民族、年龄、职

业、兴趣爱好等和相对各方的所有情况，不必真实地

展现出来，也不必经过现实的验证，更不用担心他人

的求证，每个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抒发一些与现实中

的自己不一致，甚至是虚假的情感，根据不同对象发

表一些言不由衷的投其所好的言语，大家以假对假、

以假乱假。人性中固有的为了自身尊严而掩饰自己

的倾向，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和逐利中得到强化，在网

络社会的虚拟性和隐秘性中更得以助长。网络社会

这一特征，如果处理和利用不好，有可能导致个体人

格二元化倾向，从而出现更严重的人格分裂症。

第二，网络社会的交流平等性、自由性、情感上的

容易接受性和交流主体的年龄偏小性及虚假的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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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性，使已被市场经济扭曲的人格———人格中的恶

成分和恶倾向，即在个体（自己）与他人、社会的分离、

对立关系中，利用、欺骗他人及社会来满足自己，实现

自己的目标的倾向，在网络社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

化；人们往往利用平等的身份及网络社会的容易沟通

性、对方的心灵空虚性、受众的广泛性等，来实现和达

到现实社会中不能或不容易实现和达到的目的，从而

使人格塑造出现退化，使人格中的道德伦理成分日趋

丧失。

第三，网络社会的超时空性、信息瞬间共享性、网

络传播的多媒性及由此产生的魅力性和利用网络时

间的自由安排性，使人们在网络社会中花费和消磨的

时间日益增多，消耗的精力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

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生活的时间日益减少，所投入的精

力和感情也日益不足，对于一部分缺乏自制力的个体

来说，往往容易沉溺于网络社会，用虚拟的但是自由

的世界取代现实的但带有约束的世界，甚至产生网络

依赖性或“网络瘾”。由于缺乏同现实人际社会的接

触，人间现实的情感日益贫乏，逐渐变为“冷血动物”，

甚至对现实社会中亲情和人际情感产生排斥、拒绝、

恐惧。网络社会对人格的这一潜在但富有“成效”的

影响，如果不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并给以及时科学的预

防和克服的话，必将导致人格的非现实化和非理性

化，使沉溺于和迷恋于网络社会的人们对现实社会中

的人们，对现实社会本身和对其负责的社会实际工作

的关切性、责任性、投入性严重下降，甚至放弃其必须

承担的社会责任。由此，整个社会将难以存在和健康

发展。

第四，网络社会的国际互联性、信息自由流动性

和跨时空性，在促进信息互享和不同文化交流的同

时，又为各种文化“垃圾”、信息污染提供了方便，也使

人们在分享信息和不同文化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受

到“污染”，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不同文化的差异，并在

心灵和心理深处滋生一种文明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

义和国家（祖国）虚无主义，从而慢慢地失去了民族骨

气和国格，而民族骨气和国格则是健康人格中不可缺

少的重要内容。

三

在一个人们的生产、工作、生活已越来越离不开

网络的社会里，如何通过网络社会塑造健康的人格，

就成为整个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网络

社会中塑造健康的人格，必须处理和解决好以下几个

关系：

第一，现实社会与虚拟空间的关系。网络社会的

一大特征就是它的虚拟性，正是这一点增强了它的吸

引力，但虚拟世界永远取代不了现实社会，人首先是

现实社会中的人，必须以现实社会为基础、为中心、为

目的来处理、协调与虚拟世界的关系，永远不要试图

以虚幻的自由来逃避现实社会中必要的约束。

第二，心灵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根据第一

点，任何人都是现实社会中一分子，都扮演着不同的

社会角色，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只有每个社会个

体都自觉并充分地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整个社会

才能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个体的心灵自由是个体

作为人的重要标志，但心灵自由不能以拒绝、排斥和

损害社会责任为前提，与履行社会责任相统一的心灵

自由才是真正的心灵自由。

第三，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关系。任何人都希

望得到他人的尊重，自尊也是人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

一，在网络社会里也不例外。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

里，虽然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不必经过严格验证，但网

络社会的每个个体也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只有尊重

他人，他人才会尊重自己，决不能为了抬高、美化自己

而故意进行虚伪的所谓“包装”，也决不能为了贬低他

人而恶意中伤。通过相互尊重，使网络社会这个虚

拟、隐秘的世界也充满着阳光和文明。

第四，信息互享与尊重权利、保持国格的关系。

网络社会实现了人类信息的瞬间互享，大大地提高了

信息的利用率，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人

们在利用网络信息、发布网络信息时，必须尊重和保

护他人的知识产权等权利，必须尊重和保护各个民族

的传统和特征，必须在自己的网络行为中始终保持作

为民族后代和国家公民必需的民族气节、国家尊严，

决不能在跨时空和没有地理界限的网络社会里失去

自我，失去自己的民族气，祖国情。

第五，浏览互享信息与创造的关系。网络社会为

每个人提供了广阔的浏览空间，也为每个人提供了自

由的传播机会，同时也为个人的工作、研究提供了充

分的信息资源，对人们的工作、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过分依赖现有网络信息，甚至相互抄袭、剽窃，久而

久之，就会养成懒惰心理，窒息个体的创造性，扼杀个

体创造力，就会使人变成为网络信息的机械利用者和

机械加工者，使人退化，使社会退步。

第六，个体选择性与社会导向性的关系。网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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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为每一个个体提供了多种选择机会，个体在选择时

也多了几分自由，“有了选择真好”，但每个个体在行

使自由选择权的时候，别忘了社会对个体的价值要

求，别忘了社会中主导的价值倾向。与此同时，社会

也不能放弃、忘记对网络社会的价值要求，不能放弃、

忘记对网络社会中的个体进行社会价值导向。只有

把个体自由选择与社会价值导向有机地、有效的结合

起来，才有利于网络社会中每个个体人格的健康塑造

和人生的健康发展。

Internet Society and Personality Modling

Wang Rangxin
（UEST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Abstract ~eaith personaiity is the eiementary objective of the society and human deveiopment .We shouid improve
heaith personaiity mouiding in terms of taking advantage of positive conditions and eiiminating the negative infiuences of
the internet society .

Key Words Internet； Personaiity mouiding； Deveiopment of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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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消息·

学校为刘盛纲院士祝寿

12 月 27 日下午，物理电子学院在双流牧马山庄为刘盛纲院士六十九岁生日贺寿。四川省人民政府侨

务办公室王宋达主任、吴振西书记，学校领导胡树祥书记、邹寿彬校长、王志强副书记以及物理电子学院党政

领导参加了刘院士的生日寿筵，刘院士在全国各地的朋友和学生也赶来庆祝。

省侨办王宋达主任带来了中共四川省委张学忠书记的祝福与问候，学校党委书记胡树祥教授代表全体

教职员工向刘院士致以生日祝福。学校院士服务办公室送上了鲜花和礼物，物理电子学院院长杨中海教授

代表刘盛纲院士的学生在生日宴会上发言，感谢恩师的教诲，表示要将恩师严谨、踏实的学术作风继承并发

扬下去。

刘盛纲教授于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

1984、1988 年分别被批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0 年获国家政府特殊津贴；2002 年获得由英国皇

家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颁发的 BUTTON 奖，是我国微波等离子体电子学、真空电子学及相对论电子学领域杰出

的科学家。

·宣 文·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 年（第 5 卷） 第 1 期 信息科学
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s edition）Mar.2003，vol.5，No.1



网络社会与人格塑造
作者： 王让新

作者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0054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003,5(1)

被引用次数： 8次

  
引证文献(8条)

1.彭小平 高校学生网络人格培养问题刍探[期刊论文]-才智 2011(3)

2.陈明龙 网络交往对大学生人格发展的影响及对策[期刊论文]-中国高教研究 2004(10)

3.程美华 国防生健全人格培养的探析与策略[期刊论文]-中国科技纵横 2010(11)

4.葛翠茹 网络时代应加强青年的人格教育与培养[期刊论文]-中国校外教育（理论） 2008(z1)

5.张翼.赵雪.梁勇 当代大学生人格培养的思考[期刊论文]-中国成人教育 2007(5)

6.王梅仙 论当代大学生网络人格培养[期刊论文]-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

7.金梅花 网络社会及人的存在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变革[学位论文]硕士 2006

8.孙健 网络人格的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5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30101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301018.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8%ae%a9%e6%96%b0%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7%94%b5%e5%ad%90%e7%a7%91%e6%8a%80%e5%a4%a7%e5%ad%a6%2c%e6%88%90%e9%83%bd%2c610054%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d%ad%e5%b0%8f%e5%b9%b3%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aiz201103276.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caiz.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6%98%8e%e9%be%99%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hgxyj200410036.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hgxyj.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a8%8b%e7%be%8e%e5%8d%8e%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kjzh201011201.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kjzh.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1%9b%e7%bf%a0%e8%8c%b9%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xwjy2008z10986.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xwjy.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7%bf%bc%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9%9b%aa%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2%81%e5%8b%87%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crjy200705046.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crjy.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6%a2%85%e4%bb%99%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jsdxb-shkxb200406007.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njsdxb-shk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7%91%e6%a2%85%e8%8a%b1%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63995.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5%81%a5%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1105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301018.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