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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背景下中小学德育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 

卜鹏翠，郭小艳，黎晓娜 

陇东学院教育与体育学院，甘肃庆阳 

摘要：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形成了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新兴技术与文化内容为特征的网络文

化综合体。网络文化对拓展中小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创新思维等均有积极作用，但网络依赖、

网络游戏成瘾、网络暴力带来的危害更加不容忽视。基于此，本研究着力探讨如何联合家庭、学

校、网络媒体等主要教育环境资源，充分发挥网络文化的正强化，有效利用网络文化的积极影响

助力于中小学德育工作，以加强学校德育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关键词：网络文化；中小学；德育 

 

 

Exploring the Path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yberculture 

Pengcui Bu, Xiaoyan Guo, Xiaona Li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hysieal Education,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Gansu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formed a network cultural complex based on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haracterized by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cultural content. Network cultur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deology, life mode and thinking mode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ut the harm 

brought by network dependence, online game addiction and network violence can not be ignored.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to joint family, school, network media and other main education environment resourc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network culture is strengthening,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effective use of network culture power 

in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strengthen the high quality 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body and mind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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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年11月，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共同发布了《2021年全国未

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

2021年我国未成年网民高达1.91亿，未成年人接触

网络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另有数据显示，我

国城镇青少年儿童互联网普及率在2021年为96.7%，

农村青少年儿童互联网普及率为97.3%；小学阶段，

城镇儿童互联网普及率比农村高0.8个百分点，初中

开始，农村青少年互联网普及率略高于城镇。可见，

青少年网络行为及其相关教育研究课题势在必行。 

2 网络文化及其特征 

网络文化是以互联网为载体，运用一定的语言、

声响和视觉符号等，传播思想、传递文化、表达看

法、交流情感，构建起一种独特的知识技能与文化

交流模式，形成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形态与联结体

系。本文认为，网络文化具有包容性、时效性、平

行性、交融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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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包容性 

网络全球化的开放，使得来自各个国家、不同

领域的信息极速地辐射到世界各个角落，网络的渗

透力和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广播、电视等其它媒体。

丰富多样的网络文化与海量的信息资源，可以超越

地区、民族等种种局限而被共享，前所未有地跨越

了国家、经济、地域、民族的界限，开放性的网络

文化资源也使得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在网

络中具有了更大的自由行性和包容性[1]。 

2.2 时效性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大幅度地缩短了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网络的传播速度也使整个世界在人们眼

中逐步变小，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和沟通交流的方

式突破了时空限制。网络信息飞快的传播速度和极

强的时效性，是人类包括电脑和网络的创造者们也

不敢相信的。互联网信息不断更新，刚开始以小时、

分钟的速度更新，现在甚至发展到以秒为周期更新，

世界各地各类信息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被人们所了

解[2]。近年来上网人群逐渐扩展到各个年龄群，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上网普及率也在不断提高。这也充

分证实了网络信息普及的快捷性和时效性。 

2.3 平行性 

由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获

取的门槛降低，使网络文化的交流变得人人都可参

与。网络文化的即时性交流跨越了民族差异，突破

了年龄界限，消除了种族与性别歧视，可以说网络

信息交流是平行的、共存的、平等的，同时也是可

以自主选择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

长选择参与方式。网络文化没有了现实世界由于地

域、民族、性别而造成的阻隔与屏障，成为了开放

型文化和能够平行参与的文化。 

2.4 交融性 

网络时代打破了地域、文化等界限，使不同国

家、地区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各种文化

内容和形式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形成多元共生

的文化景观。不同地域、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渊源不

断地加入到互联网中，网络文化如同一条川流不息

的大河，不同文化支流在网络之河中相遇、碰撞、

传播、交融并生成新的文化，奔流向前、生生不息。

来自不同方向的多样性网络信息与文化彼此竞争、

相互依存、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

又高度融合的网络信息与文化体系。 

3 网络文化对中小学德育的影响 

已有研究显示，青少年学生已成为当代网络文

化建设的主体。据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0 年

的调查报告表明，在网民群体中，学生数量近 2.23

亿，网民构成依旧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网络文化

具备知识更新迅速、影响范围广泛以及意识观念开

放等特点，最大程度地契合了现代中小学生在生活、

学习以及娱乐等方面的心理需求[2]。中小学生毫无

争议地成为“网络文化”现象的主要参与者、创造

者、接受者以及传播者。换句话讲，网络文化几乎

等同于中小学生的文化。由此可知，网络文化对中

小学生德育产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存在积极且

健康的一面，同时也存在消极且不利的一面。本文

重点对网络文化给中小学生带来的消极影响展开

探讨，并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网络的虚拟性引发中小学生现实人际关

系问题 

网络虽然扩大了中小学生的交流范围，丰富了

学生们的沟通手段，但其隐性地人机互动交流模式，

阻碍了中小学生之间真实的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在

学生与现实社会之间设置了一道无形的屏障，造成

了中小学生人际关系疏离。此外，网上一些歪曲事

实的信息传播，恶意的数据篡改，网上信息盗取、

软件病毒传播、人身攻击等不道德与违法犯罪行为，

会导致中小学生对社交产生畏惧，引发多疑、焦虑、

人际关系敏感等心理问题。 

3.2 网络暴力内容引发中小学校校园安全问

题 

网络游戏给中小学生的课余生活增添了娱乐

性和趣味性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

校园欺凌、校园暴力犯罪等，都是网络暴力游戏对

中小学生心理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年来未成

年人犯罪、校园欺凌及校园暴力事件增多与网络游

戏的血腥、攻击性、暴力性内容直接相关。部分中

小学生痴迷于网络游戏之中，受网络游戏中的暴力

内容和不良信息的影响，容易形成偏执的人际观念

和消极心理，混淆虚拟世界与社会现实，许多中小

学生会完全陷入游戏角色中不能自拔，误认为通过

侵害他人的利益而达成目的是合理合法的。有些中

小学生甚至把游戏中的打打杀杀的角色体验和攻

击性行为方式带入现实社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严重危害了家庭和校园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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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网络暴力内容引发中小学校校园安全问

题 

网络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

虚拟生活。网络世界的最大特点在于网民都是以虚

拟形象进行信息传递和网络沟通。从而，人们在网

上会表现出与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虚拟人格，有人借

助网络宣泄现实生活中压抑与焦虑情绪，达到暂时

的心理平衡；有人过度依赖网络而逃避现实，陷入

幻想，甚至导致人格分裂。丰富多彩的网络信息与

新鲜刺激的网络游戏，使大部分自制力与分辨力差

的中小学生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网络虚拟世界与

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及现实社会激烈

的竞争给中小学生造成多重压力，致使其逃避现实

生活，沉迷网络世界，患上了网络成瘾综合症。网

络成瘾综合症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重创。

由于互联网信息量大，使中小学生不愿与同伴、家

长和老师沟通，不少学生表现出焦虑、孤独、人际

关系敏感等症状，甚至引发人格障碍和社交障碍[3]。

这不仅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工作带来

了困难，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4 网络文化背景下实施中小学德育工

作的有效策略 

4.1 提高教师师德素养，以身示范 

网络时代，应当加快培养一支新型思想政治教

师队伍。中小学校特别是农村地区学校的思政老师

大多网络知识技能不足，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又给学

校思政教师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不仅需要他们具

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同时需要及时收集与分析网络信息，不断拓展知识

领域，熟练运用各种网络信息技术，充分调动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中小学生进行

思想宣传教育工作[4]。 

中小学教师的言行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这种影响是持续久远的。教师要引导中小学

生正视网络文化知识，帮助他们有效利用网络，同

时也要约束和规范学生的上网活动。学校要定期组

织教师参加网络知识技能培训，开展网络论坛等活

动，让全体教师认识到网络文化对中小学德育工作

的重要性[5]。教师们要做好中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

的模范，引导学生通过网络学习将道德规范逐步内

化，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体系。 

 

4.2 宣传普及网络法律知识，以“导”知行 

2022 年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7.6%，较 2020 年

12 月提升 1.7 个百分点，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

异较 2020 年 12 月缩小 0.2 个百分点。据此，把网

络妖魔化，实施禁止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不仅不符

合时代发展要求，反而激起学生的好奇与逆反心理，

为德育工作设置人为障碍，结果也会适得其反。家

长和教师要监督引导学生处理好网络娱乐与学习

的关系，学会区别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帮助学生

从被动的接受网络信息转为主动地学习网络知识

技能，利用各种网络技能创新提升各科知识。各级

各类学校可以利用集会、讲座、主题班会、文艺演

出、开学与毕业典礼等，向学生宣讲《未成年人保

护法》、《互联网 IP 地址备案管理办法》等国家颁布

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使中小学生形成道德自律

的习惯，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依法文明上网[6]。 

4.3 检查优化网络环境，以“堵”为辅 

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一些不健康的网站信息会

对中小学生造成诱惑甚至侵害，对于本身自制力差

的中小学生，就要用“堵”的方式，杜绝其随意滥

用网络，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道观念[7]。师长

要利用自己的威信，严明上网的最基本原则，告诫

学生不能主动查找和浏览不健康的网站，即使被动

地收到不健康内容，要做到立即关闭窗口，不要在

好奇心的驱使下放任自己观看浏览不法网页。不能

在网络上谩骂、攻击别人，不信谣、不造谣、不传

谣。学校可以让中小学生背诵《全国青少年网络文

明公约》，制定班级学生上网规则，逐步形成中小学

生正确的网络人生观和世界观。 

4.4 关注家庭网络道德教育，做到“家校合育” 

通过学校与相关教育部门引导家长积极学习

网络知识，促使家长深入了解网络的功能与弊端，

帮助家长树立网络安全意识、构建网络道德理念，

引导家长对孩子上网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监管。另外，

学校及教育部门要向家长和中小学生推荐健康、优

秀的中小学生网站。同时，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学校，

相关教育部门应向家长推荐一些网络净化过滤软

件，指导家长加强网络技术管理，严格控制一些垃

圾、有害信息的传播。特别是要针对互联网上关于

色情、暴力、邪教等不良信息，滤清网络游戏、聊

天室等，为中小学生提供纯净的网络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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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滤清校园周边不良网络环境，坚持“区校

共育” 

中小学校周边的不良环境不利于校园的和谐

安定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各级各类中小学校需要

按照国家相关教育部门的要求，深入开展社区与学

校共建工作，要共同监管公共网吧的运营，责任落

实到社区和营业主[8]。中小学校要做到定期和不定

期地与家长委员会、教育部门联合对校园附近的店

铺、社区、出租房、交通网络等一系列容易引发校

园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的隐患进行整治，确保使校

园周边 200 米区域内，没有音乐餐厅、娱乐会所、

电子游戏设施及网吧等娱乐服务场所，社区与学校

合作共育，致力于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育人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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