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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教育：教育环境改变后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

□杨　茂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　要]    随着移动网络等新媒体的普及，网络环境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新的影响，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变化，网络文化也

成为继传统文化之后影响和改变大学生思维模式、行为表现、道德程度最多的文化载体。虽然网络文

化教育目前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就其独有的特性和在学生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来说，网络文化教育

已逐渐成为了传统教育环境改变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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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环境的变化

广义的教育环境是指凡是与人的成长教育相关

的多因素多结构的系统的集合体，它包含了以人为

核心的教育对象，以及系统之间的关系。狭义的教

育环境，主要是指以实现教育功能为主的国家各层

次教育体系，更多特指各类学校教育及相关环境。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大学生面临的

教育环境也逐渐发生了改变[1]。

（一）全球化带来的变化

教育环境按照一般的理论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和

社会环境[2]。学校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必然会

带来教育环境的细微差别，这些差别因为时空的区

隔，会形成具有区域特点的教育发展模式和特点。

比如国内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同一省份

的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都呈现出很大差异。

而教育的社会环境主要是针对影响学校教育发

展的所有社会条件的综合。这也包括外在和内在两

个部分：外在社会环境主要涵盖教育所在国家和地

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道德水平、经济科

技实力，以及家庭自身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因素；内

部社会环境主要是针对教育主体学校的教育模式、

资源配置、管理水平、运行体制以及内部人员之间

的关系，文化传承等。比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学校差异、同一个国家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的差

异等都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普及，世界打破

时空概念，在虚拟的网络中变成了同一个世界，东

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不断碰撞和磨

合，思维的开放和眼界的开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教育环境的局限性和影响，

也让传统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变化。

（二）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和人的物质精神环

境也随之发生改变，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科技

发展迅速，社会环境也逐渐宽松，人民的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视野逐渐开阔，逐渐开始从追求物质生

活到追求精神生活，对教育制度的改进、教育资源

的分配、教育环境改善、教育效果的评价、教育对

人综合素质提高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整个环境

对教育直接或者间接发生作用的各种条件不断综合

凝聚，行业界限越来越模糊，交叉融合的产业越来

越多，整个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标准越来越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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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变化都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环境。

进入互联网时代和自媒体时代后，技术的革新

深刻影响着社会，网络与环境开始了高度融合，深

层次革新了社会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交流的方式，越

来越多的虚拟平台和网络资源，越来越灵活的学习

时间和学习内容都对人的教育环境产生了很多改变。

由社会发展所引发的对教育环境显性和隐形的

影响，改变了国家对教育的方针政策，改变了大众

教育的意识，让每个主体都可以变成教育和受教育

的中心，教育环境不再仅仅局限在固定的时间空间，

教育对象也不仅仅局限在校园里面的学生，而是逐

渐开放，充分实现个性化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信息

共享，极大拓展了学生的学习范围和学习内容。

（三）高校自身的变化

随着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国家对人

才培养的定位和需求也不断在发生变化，因此在针

对教育发展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硬件条件保障

提高等方面也有巨大的改变。各高校根据国家的指

导和政策的引导，结合自身的条件也进入了快速发

展阶段，同时随着高校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不同定

位，科研和人才培养的不同层次要求，学校发展的

思维意识和眼界也决定了高校如何利用现有的环境

和资源来进行发展。高校内部的师生员工所形成的

传统校园文化，精神风貌，个性特征等在现有环境

下的变化也对高校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成为教育环

境改变的因素之一。

随着国家“双一流”战略实施，高校结合自身

实际将开展新一轮快速发展，而更多学生也不再把

本科就业作为第一选择，更多树立起更高的发展目

标，学校的教育不再是单纯依靠学校自身进行，更

多与社会和市场接轨，同时与国家的战略发展结

合，也不再是简单培养技能型人才，而是把塑造综

合实力强的人放在第一位。这些都反过来对教育环

境改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大学生思政教育环境的新领域—
网络环境

教育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及其途径也应发生变化。目前网络已经成为改变人

类生活和工作的有力推动剂，极大改变了人的交往

模式和发展模式。在高校中，网络环境已经成为传

统实体教育环境之外的最大的虚拟环境，网络无处

不在的覆盖性，广泛的使用基础以及扩散式渗透和

影响效果，充分融合在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全过程。

在网络环境中形成的网络文化，依托传统校园文化

进行了融合和提升，形成了高校特有的亚文化。

（一）网络环境是思政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环境论指出环境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观

念，人对环境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因此我们也可

以通过改造环境来达到加强环境育人功能的目的。

环境将自身所承载的教育信息传递给受教育者，对

受教育者的价值导向和行为产生影响，达到教育的

作用，环境育人也已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

论的重要思想和内容[3]。

网络环境是社会环境和校园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必然成为环境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多

样化的文化形态、丰富的教育资源、灵活的载体传

播性、广泛的参与性，成为了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不可忽视的媒介和新领域，具有思想引领、舆

论引导、氛围营造等作用，也成为大学生思想品德

形成发展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中的重要环节[4]。

（二）网络环境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深度融合性

依托网络技术作为基础，通过互联网搭建出超

越时空限制的统一虚拟平台没有特定的局限性，呈

现出完全开放和资源共享的特点，任何人都能通过

网络参与其中，具有明显的大众性，这让网络环境

具有了高度开放性和深度融合性。

根据2015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调查了解，我国网民人数已高达6.68亿，互联

网普及率也达到了48.8%[5]。随着物质条件的提高

和经济条件的改善，高校大学生无疑已经是网民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手机的普及率已经超过90%，笔

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的拥有率也相当高。就笔者

所在的电子科技大学物理电子学院为例，2016年
9月入校的280多名16级本科新生，已经100%拥有

了手机，随时在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互动。随着现在

新媒体的大量运用，学校的教育工作和管理服务工

作也依托移动端开展，这样让学生不再受时空限制

可以参与到学校生活、事务办理和网络文化建设中

来，甚至连课堂教学和课后互动也逐渐向新媒体和

网络发展。可以这样说，当前的高校大学生几乎实

现了100%进入网络文化环境，并成为了高校网络

文化建设的主力军。

同时因为网络环境的高度开放性，决定了其进

入门槛较低，形成了特色的缺乏绝对中心但有多个

辐射中心的爆炸式人际传播特性，打破了以前少数

人对信息和资源的垄断性，传统的权威和专家现在

很难形成具有一定深度的控制影响力，但网络的辐

射中心可以极大地传播信息，通过巨大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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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巨大的影响力，通过广度弥补影响深度。

网络环境深度融合性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通过

网络和手机的存在实现资源共享，达到不受时空限

制的知识积累和个体发展，同时依托网络的延伸功

能在能达到的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影响整个

社会，反过来继续影响到个体发展需要和提升。正

如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中英文百科（维基和百度），

都是让互联网参与者成为百科的编撰者，不断完善

和修改，最终形成容量大、内容新、时效快、专业

性强的知识类全书。与传统的媒介相比，大众的参

与性和话语权得到了极大提升，明显表现出对传统

和权威的颠覆和挑战。

（三）网络环境具有现实补偿性和特殊渗透性

网络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也可以是超出现实的

虚拟反映，网络上的主体可以对应现实生活中的某

一个人、某一个组织、甚至是某一种现实中无法具

象的主体，而传统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在网络中

可以不需要身份、形象、特征甚至性别，采用更为

开放直接的双向模式进行，参与的主体同时成为网

络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者，呈现出多主体、大范围、

重融合、深层次的特点。

在这种前提下，网络主体可以改善甚至颠覆与

现实完全不同的主体环境，抛开传统的约束，在新

的规则下充分展示自我优势，隐藏自身弱点，或者

是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发挥自己的能力，实现自我价

值，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甚至可以获得在社会现

实中很难得到的东西，这让网络环境具有了很强的

现实补偿性。在高校教育中，网络环境最突出的现

实补偿性来源于游戏成就感，根据《2016年1~6月
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仅半年中国游戏市场的

实际销售收入就高达787.5亿元，其中移动游戏增

长迅速，高达374.8亿元。中国游戏用户达到了

4 .89亿人，其中中国移动游戏用户数量就达到

4.05亿人[6]。而这上千万计的玩家中，绝大部分都

是青少年，特别是在大学自由环境中的大学生，有

些因为现实发展不够好而沉迷于网络，荒废了学

业，甚至变得性格孤僻，不愿与同学老师交流，导

致比较严重的后果。

也正是因为出现了现实补偿性，每个现实人总

能在网络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甚至相同的群体，彼此

给予支持和交流，容易获得平衡感和满足感，也能

一定程度缓解社会的矛盾和压力，维护稳定。再由

于社会各阶层、各种思想都可以利用网络来宣扬自

己的利益诉求，将现实问题网络化，信息来源和真

实度弱化，也让网络环境具有了特殊渗透性，通过

不同的发泄途径和窗口，涉及社会各方面问题，充

分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资源不均来掩盖一些不正当的

目的或者行为，很可能引起不当结果。

（四）现实网络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

影响

习总书记在第一次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会议中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

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

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

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7]

按照教育环境理论的相关解释，教育总会选择

其适合的环境，这种积极和消极并存的环境，如果

任由其发挥支配作用，那就会让教育失去独立性，

无法承担实现促进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功能。而从事

教育工作的主体的积极性才是能让教育对环境有更

好的选择性的关键，而习总书记的指示正是符合现

阶段网络发展和进步所产生的新的变革和影响。

现实的网络环境已经对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更是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产生了影响。

最初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相对闭塞，更多停留在特

定时空中，而且是面对面或者传统媒介的交流，但

现在已经无限拓展到开放，打破时空界限的网络空

间当中，同时可以通过新手段和新形式来影响教育

对象。这对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说，其教育环境

已经从模式、方法、理论、伦理、技术手段、心理

层面等各方面发生了创新和改变。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通过对网络环境的利用和改造，将其转化为不断

创新和发展的能力，把握现在的发展机遇来加速教

育发展，同时更能实现提高全民素养，培养合格人

才，促进社会进步，也能实现行业发展、技术革新

和经济发展。

三、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新途径—网络

文化教育

现实网络环境中对人影响最大的因素当属网络

文化，而文化主体的集群化和易变性，网络影响的

爆炸式扩散，同类细碎事件的易整合性，从众状态

的群体极化效应等都使得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与传统环境相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为

大学生提供了全新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方式，深刻地

改变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成为了一

种全新的教育方式。因此，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应

善于利用其正面的、积极的相关特性做好大学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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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规避

或改善其负面的、消极的相关特性，消减不良事件

和不良因素的影响，甚至将其转化为有利因素[8]。

（一）网络文化教育提升校园文化育人功能

网络文化逐渐成为了高校校园文化里缺一不可

的重要内容，将传统校园文化进行了不断融合和进

化，形成了具有网络特性和高校自我特点的群体文

化，成为师生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集合体，更是高校

精神和无形价值的高度体现。

也正是因为网络环境的诸多特性，使得网络文

化教育可以成为提升校园文化育人功能的重要手

段，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平台，传统校园文化教

育内容可以被移植转化到网络环境中，并得到迅速

传播，形成良好的引导，达到教育的作用[9]。正如

90年代末，互联网进入高校的初期，电子科技大学

就在学技术的学生引领下产生了极具影响力的校内

BBS—栋力无限和一网情深，以全校学生甚至其

他高校学生为主体，使得学生的活动、学习、生

活、交流等环节拓展到网络，形成了独特的校园网

络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同时潜

移默化地推进了校园文化育人功能，也造就了在全

国高校长达十几年的BBS黄金时期。

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网络文化教育的手

段也不断改进，但都无一例外提升了校园文化育人功

能，在目前以论坛形式或者互动为主的社区，让所

有学生都参与其中，学生网络活动逐渐类社会化。

（二）网络文化教育让思政教育载体多元，效

果更好

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并与传统媒体互相支持

和补充，形成了现代立体式多样化互相融合发展的

传播体系，网络文化教育也出现了更多形式和价值

体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载体也得到了

极大丰富。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统阵地之一的课堂，

其教学模式已经逐渐改变为传统授课和网络、视

频、互动平台等技术支撑的新教学形式相结合的模

式，使得传统思政教育逐渐拓展到更广阔的空间，

缩短了时间线程。

另一方面，现在大学生可分配的时间精力都相

对充沛，对网络新鲜事物以及信息交流有较强的需

求，各种有趣的媒体公众号、App和手机游戏、丰

富的网络视频信息资源都极大满足了学生的休闲学

习需要，同时也让学生成为这些信息的产生、参与

和传播者。通过2015年11月对笔者所在学院学生的

调查，大部分同学在学习之余利用网络首选的是看

电影、各类视频和打游戏，超过三分之二比例的学

生使用的是QQ、微博、微信等各类常用社交软件

和优酷、A站、B站等视频资源提供平台。然后有

超过一半的学生会利用网络补充知识获取学习资料

等，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会使用网上购物消费。

以上受大学生欢迎的网络载体都可以用来作为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

通过了解学生对网络的需求，引导学生主动参

与、积极创造，构建多样性、个性化的参与平台，

打造校园网络文化精品，突出思想性、专业性、互动

性和原创性，使之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思想

的主阵地，成为大学生自我学习和研究的基地，让

思政教育接受度更高，体验感更好，吸引力更强。

（三）网络文化教育让学生价值更多元，让辅

导员角色更复杂

据近年大学生思想状况相关调查显示，网络已

经成为了当前大学生获取、交流信息的最主要方式

和途径之一，手机则是学生的“首选终端”。网络

文化的多样性，特殊性让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网络

环境的部分承载了太多良莠不齐的信息，现阶段被

喻为“没有围墙的大学”的大众传媒环境，蕴涵着

丰富的思想、政治、道德等方面的教育信息，但这

些信息中混杂着大量消遣的娱乐信息、未经证实的

虚假信息、甚至是带有浓重“色彩”的信息。笔者

通过调查发现自己学生中高达83.59%的人会在网络

上关心国内外新闻热点话题或网络突发事件，并会

与周围人进行讨论。有74.06%学生认为自己会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网络言论和观点的影响，但会凭自己经验

选择性接受；10.85%的学生认为会受到很大影响。

同时面对众多外来信息，77.83%的同学认为西

方思想涌入对中国的道德状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71.22%的同学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价值观念

的渗透和冲击是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变化的主要原

因之一。随着网络技术发达和环境开放，东西方文

化和价值观在网络上出现了激烈碰撞影响和融合，

在还没有形成稳定人格性格和成熟鉴别能力的大学

生面前，海量的信息必然会导致价值观多元化，而

我们大学生容易受到影响，同时会将自身性格、思

维矛盾、心理因素、社会环境等因素糅合在一起，

产生各种新的复杂问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施教者，专业教师或辅导员所扮演的角色也变得更

加复杂。不仅仅变成知识传授者，更成为具备心理

咨询、突发事件应对、有谈判和说服技巧、做事细

致周到等全方位角色集合体，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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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网络方面，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和立法措施，努力消除其中不良信息的影响，净化

空间；一方面可以创造性利用网络环境开展工作，

并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

合，深度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适用于网络环境

的信息，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不同事物和矛盾，深

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

的人格和价值观，将网络文化育人的功能发挥到最

大化，并做到精准化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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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Culture Education: A New Approa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after the Change of

Education Environment

YANG Mao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w  media  such  as  mobile  network,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has
constituted a major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veryday life, which has brought new influence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new change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llowing
traditional cultures, the network culture has become the cultural carrier that influences and changes thinking mode,
behavior,  and  mora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lthough  the  network  culture  education  still  has  limitations  at
present, considering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popularization among students, the network culture education is
gradually becoming the new method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change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Key words   network culture education; change of education environ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w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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