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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

措，开展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的课程思政改革是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文件都指出，“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

课堂教学改革。”［1］《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

程实施纲要》中提出：“网络育人势在必行，要重点

加强师生网络素养。”［2］中共中央于2020年在《法治

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中强调：加强

全社会网络法治和网络素养教育以应对网络中出

现的风险，关注网民用网安全并针对新情况制定网

络素养教育指南。由此可见，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建

设尤其重要。英国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小学到大

学的课程体系［3］，澳大利亚将网络素养教育作为学

生的必修课并写进国家法律［4］，加拿大、德国、挪威

等国家也开设网络素养教育课程并编写了非常成

熟的课程教材［5］。我国虽然在政策层面出台了多项

举措推进大学生网络素养的建设，但仅有少数高校

开设了网络素养教育相关的独立式课程，现阶段的

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体系缺失，高校网络素养教育

缺位，专业任课老师短缺，相关课程开设较少，大学

生的网络素养基本都是自发形成和发展［6］。随着互

联网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学生网络失范现象频发，

网络信息诈骗、网络侵权、网络舆论非理性化、网络

游戏沉迷、网络泛娱乐化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大学生

网络素养的提升。在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下，加强大

学生网络素养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文章以江苏省部

分高校师生为调查对象，深入分析课程思政背景下

高校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为提

升大学生网络素养提供参考。

一、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通过分层随机抽样，选取江苏省部分高校的教

师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的学校包括南京大

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邮电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接受调查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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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主要为高校网络素养课程老师，接受调查的学生

涵盖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涉及理工类、管理类、经

济类、文学类、农医类、艺术类等专业。调查共计发放

教师问卷105份、学生问卷1 250份，回收有效教师问

卷 100份、学生问卷 1 200份，有效率分别为 95%、

96%。

（二）研究方法

结合专家咨询，设计教师和学生两份问卷，内

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者的基本情况，教

师问卷包括教师的性别、职称、教龄等内容，学生问

卷包括学生的性别、年级、专业等内容；第二部分是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开展网络素养课程思政的

建设情况和大学生的网络素养现状，包含网络知

识、网络能力、网络道德、网络心理等方面的内容，

根据李克特赋值评分法（范围从 1 分=“完全符合”

到 5分=“完全不符合”）开展调查。采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Probit回归分析

高校大学生网络素养提升的影响因素，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信效度检验

根据前期文献研究和高校网络素养教育实际

情况，结合专家咨询意见确定教师和学生调查问

卷，开展预调查并根据预调查结果修改完善问卷。

结果显示，教师问卷与学生问卷信度检验克隆巴赫

系数（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0.831和0.827，数
据结构合理；KMO检验系数分别为 0.794和 0.807，
单个变量的KMO检验系数均大于 0.7，Bartlett’s 检

验结果 P<0.01，说明问卷信效度较好。

二、结 果

（一）基本情况

教师调查对象共 100人，其中男性 32人，女性

68人，中级职称占比61%，副高级职称占比28%，正

高级职称人数较少，占比11%。教龄结构上分布相

对均匀，有 93%的教师了解课程思政的概念，认为

开展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的课程思政改革非常重

要或比较重要的分别占比 43%和 41%。1 200名学

生中男生531人（44.2%），女生669人（55.8%）；专业

分布上，农医类专业学生［525人（27.1%）］和管理类

专业学生［310人（17.5%）］占比较高；82.3%的学生

认为开展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很有现实必要，

79.6%的学生表示支持高校网络素养教育的课程思

政改革。结果显示，大部分教师和学生认为提升大

学生网络素养非常重要，但仍然有部分教师和学生

没有认识到课程思政背景下开展大学生网络素养

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

（二）高校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建设整体情况

调查共设计 11道问题来了解高校网络素养课

程思政建设的整体情况，详见表 1。根据调查结果

可知，94%的高校教师会使用网络与学生进行交流，

会将网络素养教育渗透于学生日常生活中，一定程

度上起到了隐性的、渐进式养成教育的效果。73%
的教师会在网络素养教育课程中运用课程思政教

学，最直接、最有效地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大部

分高校比较重视大学生网络素养的教育，86%的高

校开设了网络素养教育课程，但仍有14%的高校未

将网络素养纳入日常教学体系。近三分之一的高

校没有网络素养教育课程的相关教材。虽然部分

高校采取措施从政策文件、教学培训方面推进了网

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落地，但大部分高校不

够重视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建设，31%的高校没有出

台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

37%的高校没有组织过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

的教学培训或讲座，42%的高校没有成立专门的网

络素养课程思政工作小组，50%的高校没有开展过

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集体备课，超半数的

高校未将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建设纳入课堂评价、课

程评价以及优秀教师评选的指标中。

总体来看，当下高校整体的网络素养教育缺

位，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体

系，专业任课老师短缺，相关课程开设不足，课程教

材较少；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建设薄弱，部分高校网

络素养课程思政改革尚未落地。

（三）大学生网络素养整体情况

大学生网络素养总得分最大值为60分，最小值

为 19分，分化现象严重，个体差异较为明显。大学

生网络素养各维度得分均值仅为3.45分，整体水平

一般。网络能力维度得分相对最高，网络心理维度

得分最低（表2）。
1. 大学生网络知识教育缺失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大部分大学生具有一定的

网络知识，但对网络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软硬件设

施等方面的网络科学知识掌握不够系统、深入，知

识碎片化且缺少学习途径，未能形成完整的网络知

识结构和复合知识体系。一些大学生对网络基础

硬件设备的设置和操作不够熟练，实际操作运用

能力较差。部分大学生对网络发展历史、信息资

源等方面的网络文化知识知之甚少，绝大部分大

学生缺少网络思维方式方法。大学生接受网络教

育的方式除基本的计算机相关课程外，多为社会宣

传和讲座活动，高校在网络素养教育课程设置方面

仍有空缺。

2. 大学生网络能力培养有待提升

由调查结果可知，大学生网络能力培养有待提

升。一是大学生利用网络获取信息能力欠缺，大部

分学生只具有基本的信息搜索能力，熟悉粗糙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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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暂存信息的搜索技能，但没有掌握如何精准定向

和深度挖掘所需信息，搜索方法、途径、策略等方面

的技能缺失。二是信息辨识能力较低导致网络认

知偏差，缺乏网络文化自觉意识与网络公共理性，

无法鉴别信息的合理性和可信性。对信息的意识

形态、价值取向等分析能力缺失，独立思考解读能

力不足，出现跟风传播网络谣言等情况。三是网络

安全意识薄弱，缺乏防范意识，容易陷入网络电信

诈骗、欺骗性线上交友、校园贷等陷阱，个人网络隐

私保护意识欠缺，也不会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四是

网络学习能力欠缺，大多数学生对网络知识的学习过

于浅层化和碎片化，部分大学生自觉性不强，没有自

我学习网络素养知识的意识。多数学生不知道如何

使用权威且具有学术性的网站资源，特定信息的检索

和搜寻能力欠缺。五是网络应用能力不足，面对海

量、碎片化、分布式的网络信息，在信息的整理归

纳、整合加工、制作传播等方面存在困难。

3. 大学生网络道德素养个体水平差异较大

根据调查结果，大学生网络道德素养得分最高

分 15分，最低分只有 4分，只有少数大学生参与网

络行为时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大学生网络

道德素养个体水平差异较大。一是网络道德观差

异较大。多数大学生对网络道德安全相关公约不

了解，对网络上的不文明行为和信息多处于“看客”

心态，部分大学生甚至会跟风使用语言武器攻击他

人，间接参与网络暴力而不自知，网络道德意识淡

薄，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监督意识。二是网络行

为规范性差异较大，部分学生自律和他律的意识和

能力缺失，自身不能有效地控制上网时间，网络接

触习惯与注意力管理表现较弱，无法克服无关信息

的干扰。三是网络法治观念差异较大。大部分学

生对网络相关法律法规处于具备基本常识阶段，部

分学生处于完全不了解状态，甚至有些学生认为网

络是法外之地。

4. 大学生网络心理调适能力欠缺

由调查结果可知，绝大多数学生网络心理基本

知识缺失，无法掌握基本的心理问题调适方法。部

分学生网络心理问题和网络心理疾病频发，出现人

格障碍、网络成瘾、网络双重人格、角色错位等问

题，自身网络心理调适能力不足的同时缺乏外界的

心理咨询干预和治疗。

（四）课程思政背景下大学生网络素养提升影

响因素分析

选取人口社会学相关的 9个因素纳入Probit回
归模型，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专业、政治面貌、网

龄、每天上网时长、家庭居住地、家庭资本，结果见

表 3。性别、年龄、学历对大学生网络素养提升的

P值均大于 0.05，在统计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专

业对大学生网络素养提升产生显著影响，理工类

专业学生的网络素养整体明显高于其他专业，理

问题内容

您会使用网络与学生沟通、答疑解惑

您会在网络素养教育课程中运用课程思政教学

您所在高校开设了网络素养教育课程

您所在高校有网络素养教育课程的相关教材

您所在高校出台了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

您参加过学校组织的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培训或讲座

您所在的高校成立了网络素养教育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小组

您所在的高校开展了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集体备课

您所在的高校将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纳入课堂评价指标

您所在的高校将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纳入课程评价指标

您所在的高校将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纳入优秀教师评比

完全
符合

42
16
18
08
13
11
10
09
06
03
05

比较
符合

37
23
25
11
15
13
10
10
08
05
11

一般

15
34
43
40
41
39
38
31
30
24
29

比较
不符合

04
20
09
32
26
30
33
40
41
50
42

完全
不符合

02
07
05
09
05
07
09
10
15
18
13

表 1 高校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建设整体情况 （%）

表 2 大学生网络素养得分情况 （分）

网络素养维度/具体内容

网络知识

网络能力

网络道德

网络心理

网络科学知识

网络文化知识

网络思维知识

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辨识能力

信息安全防范能力

信息应用能力

网络道德观

网络行为规范

网络法治意识

网络心理知识

网络心理问题

最大值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最小值

3
2
1

2
2
1
1

1
2
1

2
1

均值

4.01
3.57
3.03

3.79
3.58
3.24
3.16

3.06
3.62
3.40

3.68
3.27

标准差

0.35
0.41
0.44

0.54
0.43
0.52
0.50

0.62
0.47
0.64

0.51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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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类学生多接受过“大学生计算机基础”等专业课

程的教育，网络科学知识、网络文化知识、网络思

维知识基础相对牢固，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学习应

用能力相对较强。不同政治面貌的大学生，其网

络素养存在显著差异，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网

络素养最高，其次是共青团员，最低是群众。原因

在于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具有良好的、积极的

网络道德观，网络行为相对规范，拥有较强的网络

法治意识。网龄在 10年以下的大学生，随着网龄

的增长，自身的网络文化知识、网络思维知识、信

息获取能力、信息辨识能力、信息学习应用能力等

都会得到增强，其网络素养也随着网龄的增长而

逐步提升；网龄在 10年以上的大学生，网络道德观

已经完全形成，加上自身网络使用习惯等影响，其

网络素养不再受网龄影响。每天上网时长在 7小

时之内的大学生，随着上网时间的增加，会获取更

多的网络知识，进一步锻炼网络思维，信息获取能

力、信息学习应用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每天上

网时长超过 7小时以后，大学生的网络素养反而下

降，原因在于过长的上网时间容易产生网络心理

问题，降低整体网络素养水平。家庭居住地、家庭

资本对大学生网络素养提升产生显著影响，相对

于生活在城市、高等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生活在县

镇和农村、中等收入和低等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整

体网络素养水平偏低，生活在农村、低等收入家庭

的大学生网络素养水平最低，原因在于来自城市

的大学生，接受网络知识教育相对较早，信息获取

能力、信息辨识能力、信息学习应用能力相对较

强，网络道德建设水平相对较高，整体的网络素养

水平最高。

变量
性别（对照组：男）

女
年龄（对照组：20岁以下）

20~25岁
26~30岁
30岁以上

学历（对照组：学士）
硕士
博士

专业（对照组：理工类）
管理类
经济类
文学类
农医类
艺术类
其他

政治面貌（对照组：群众）
共青团员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网龄（对照组：1年及以下）
1~5年
6~10年
10年及以上

每天上网时长：（对照组：1~3小时）
＞3~5小时
＞5~7小时
7小时以上

家庭居住地（对照组：城市）
县镇
农村

家庭资本（对照组：高等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低等收入家庭

回归系数

0.163
0.412
0.446
0.501
0.625
1.020

-0.307
-0.314
-0.452
-0.369
-0.526
-0.508
0.338
0.491
0.379
0.635
0.211
0.423
0.550

-0.132
-0.411
-0.573
-0.407
-0.585

标准误

0.090
0.327
0.501
0.467
0.511
0.621
0.265
0.517
0.535
0.520
0.674
0.603
0.305
0.398
0.158
0.364
0.569
0.387
0.657
0.097
0.119
0.227
0.336
0.557

z值

1.76
1.60
1.03
1.65
0.70
0.47

-0.42
-0.55
-0.56
-0.48
-0.67
-0.59
0.43
0.54
1.12
2.63
0.47
0.50
0.57

-1.24
-0.56
-0.77
-0.46
-0.59

95% CI
-0.017~0.343
-0.242~1.066-0.556~1.448
-0.433~1.435
-0.397~1.647
-0.222~2.262
-0.572~-0.042
-0.431~-0.197
-0.787~-0.117
-0.621~-0.117
-0.893~-0.159
-0.768~-0.248
-0.217~0.459
-0.311~0.671
-0.063~0.595
-0.007~1.263
-0.927~1.349
-0.049~0.797
-0.036~1.064
-0.229~-0.035
-0.530~-0.292
-0.800~-0.346
-0.643~-0.171
-0.556~-0.028

P值

0.059
0.603
0.547
0.611
0.805
0.6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7
0.604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3 Probit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三、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生网络素养提升路径

（一）加强网络素养课程建设，持续深化课程思

政改革

加强网络素养课程建设，建立相应的课程体系、

教学体系，将其纳入高校学科体系，通过课堂教育加

强大学生的网络知识教育，持续深化课程思政改革。

一是高校要重视网络素养课，开设网络素养教育专门

课程。把网络素养教育作为大学生通识课［7］，根据学

科和年级的差异性开展具有系统性、区分度的教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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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现各专业全覆盖的教育效果，拓展教育范围，

加强学生的网络科学知识、网络文化知识、网络思

维知识教育，在知识传播中实现价值引领，在价值

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8］。二是编写网络素养专门教

材，除计算机基础知识等专门的教材外，编写一批

符合当前网络发展特点及其信息传播规律的网络

素养教材，提高网络素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建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相结合、传统课程与

在线课程相结合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开设“互联

网信息安全”“网络伦理学”“网络文化”“网络传播

学”等系列课程［9］，帮助大学生建立网络知识体系，

全面提升自身网络素养。四是建立健全网络素养

课程思政改革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网络素

养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建设内容、

重点任务、措施保障等，深入探索培养方案引领、课

程群带动、各门专业课程具体落实的网络素养课程

思政改革方式方法。同时，召开网络素养课程思政

建设工作推进会及专题会，开展网络素养课程思政

建设大讨论，结合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特点，梳理

和挖掘网络素养教育的思政元素，精心设计个性化

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内容，形成“一域一特色”“一课

一思政”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建设专项，将思政元素

充分融入网络素养教育课堂教学，努力实现课程思

政覆盖网络素养教育全课程、人才培养各环节。

（二）优化教师队伍，增强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建

设师资力量

好的教师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因此要优化网络素养课程教师队伍，增强网络素养

课程思政建设师资力量。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出台

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成立

专门的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工作小组，并开展网络素

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集体备课，将网络素养思政

建设纳入高校网络素养课程教师工作考核体系，作

为课堂评价、课程评价和优秀教师评比的指标，引

导教师积极主动地开展大学生网络素养课程思政

教育。二是高校网络素养课程教师要深刻认识到

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树立终身学习

的观念，在授课过程中有效融入网络素养的内容，

改进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容，实现教师自身网络

素养和课程吸引力的有效提升。三是构建全员参

与的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建设队伍，校内形成“计算

机专业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辅导员—学

生骨干”全员育人格局，校外聘请专家组成多学

科、多背景的教学团队，打造一支政治水平高、网

络素养强，既掌握教育工作规律又熟悉网络特点

和网络操作技术的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建设工作队

伍，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知识、网络能力、网络道

德、网络心理等方面的教育，将网络素养教育贯穿

大学教育全过程。

（三）强化实践教学，推动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全

课堂建设

配合网络素养课程思政建设体系，强化实践教

学，加强网络素养教育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深度融

合，推动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全课堂建设。一是

建设校园网络发展平台，以构建“学习主导型、环境

友好型”校园网络社区为目标，将校园网打造成集

网络教学、课程学习、日常服务、沟通社交、校园文

化为一体的校园网络发展平台，充分发挥校园网络

的育人功能。二是创设校园网络实践平台。依托

校园网开展校园网络活动，包括“互联网+”创新创

业竞赛、网络知识竞赛、网络技能竞赛等赛事活动，

开展识别电信诈骗、防范校园网贷、预防网络沉迷、

科普网络安全知识等专题讲座，提高大学生的网络

知识水平、网络应用能力、网络道德修养。

（四）落实课程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保障大学

生网络素养课程思政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计算机知识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思想

政治教育类课程—其他课程”协同育人机制，将网

络素养教育纳入课程教学内容，增加课程融入的广

度和深度［9］。在计算机基础知识教育课中，融入网

络素养教育的技能知识、网络媒介素养的相关内

容，帮助大学生掌握基本的网络使用技能和网络信

息处理技术，预防网络攻击以及进行网络防御，提升

对网络媒介的驾驭能力，加强信息安全防范能力。在

专业课教学中，融入学科专业信息资源、检索方式等

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网络内

容和信息的筛选、解读、使用、判断能力，掌握专业信

息检索方法［10］，提升信息获取能力与信息应用能力。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形势与政策课中，融入网络道

德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满足大学生认识国情、了解

社会、掌握资讯的需要，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网络道德

观念、网络诚信观念、社会责任感。在法律基础课中，

融入网络法治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讲解大学生在网

络空间所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履行的各项义务以及

违反法规后需要承担的责任，培养大学生的网络安全

意识和正确的网络法治观念。在心理健康教育课中

融入网络心理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普及网络心理知

识，帮助大学生掌握自我心理调节的技能和方法，提

升网络心理调适能力。全面落实跨界融合的课程协

同育人机制，充分发挥各学科专业课程同向同行的育

人作用，实现对大学生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

造的有机统一，保障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思政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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