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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网络社会冶一词相对于现实社会来说袁是一种
隐喻袁是人们把自己对于现实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投
射到网络上袁从而获得一种对拟定尧想像中的新奇事
物的一种新的感觉遥 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袁一个
新的人类社群要要要野网民冶随之而来遥 圆园员缘年 圆月 源
日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渊悦晕晕陨悦冤发布了叶第 猿缘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曳袁报告显示袁截
至 圆园员源年 员圆月袁 中国的网民数量达到 远援源愿亿袁互
联网普及率为 源苑援怨豫袁而在网民职业结构中袁学生依
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袁占比 圆猿援愿豫袁是网民中
规模最大的职业群体遥 在网民的年龄结构中袁圆园耀圆怨
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为 猿员援缘豫袁 是各个年龄段中最
多的群体遥 而大学生袁无论职业结构还是年龄结构袁
都是重要的网络群体遥

在网络社会中袁网络行为主体是在野虚拟实在冶
的情形下进行的袁其身份尧行为方式和行为目标等都
得到充分的隐匿和篡改袁特别是由于新旧道德规范
并存尧交替尧更迭袁造成网络规范的冲突与衔接的脱
节袁因而出现大量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淤遥 当前袁正处

于个人社会化重要阶段的大学生群体是使用网络的

重要参与者袁他们的思维方式尧价值观念以及道德观
等都受到网络的影响遥 当大量的网络失范行为给社
会带来严重社会后果时袁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生
的网络道德现状遥本文以安徽省某高校的在校本科大
学生为调查对象袁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
卷调查袁共发放问卷 圆园园份袁回收有效问卷 员愿苑份袁有
效率达 怨猿援缘豫遥 该调查运用随机法对全校本科大学生
进行抽样袁对样本进行多变量描述分析遥经过统计袁样
本中男女比例为 源远颐缘源袁 各年级从高年级到低年级比
例为 圆源颐圆远颐圆苑颐圆猿袁文史类和理工类比例为 缘源颐源远遥笔者
尝试从野网络社会学冶的视角对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
进行分析袁并针对性地提出教育引导措施遥

一尧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分析

野网络道德冶是指适用于网络环境并对个体网络
行为进行约束尧 规范和评价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
准则袁其具有开放性尧多元性尧自主性和虚拟性等特
征咱员暂遥调查结果显示袁大部分大学生的网络道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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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积极健康的袁但也存在诸多不良的网络行为和观
念袁我们称之为野网络道德失范冶现象袁具体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遥

渊一冤网络道德认知
网络道德认知是指人们对网络道德关系和规范

的主观反映袁是野个体在原有的道德知识的基础上袁
对道德范例的刺激产生感应袁经过同化尧顺应的加
工袁而获得道德新知的心理活动的过程冶咱圆暂袁它的现
实表现就是行为主体在网络社会中的实际行为遥

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袁在为我们的工作尧学习和
生活等带来便利的同时袁也出现了许多不文明的现
象袁网络抄袭和造假就是一个最明显和突出的问题遥
调查显示袁只有 圆远援苑豫的大学生认为是野不道德的行
为冶袁缘缘援员豫的大学生认为是 野很正常很普遍冶 的现
象袁这种态度能够从侧面折射出当前大学生在网络
社会中实际行动的具体表现遥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袁大学生了解
网络道德基本准则对于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具有

明显的反作用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仅有 怨援苑豫的大学生
了解网络道德袁猿怨援猿豫的大学生了解网络犯罪袁近二
分之一的大学生对网络道德和网络犯罪了解程度一

般袁 并且还有 圆园援怨豫和 员缘援愿豫的大学生不了解网络
道德和网络犯罪知识遥 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对于网
络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准则认知程度较低遥

网络是一个新兴事物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
一种第二人类环境袁而网络信息环境如同人类环境
一样袁也存在环境污染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员员援缘豫的大
学生认为网络环境污染对网络环境无害袁猿怨援圆豫的
大学生认为对网络环境有害袁 还有 源怨援猿豫的大学生
对此说不清遥 这种网络认知情形不容乐观袁须引起
我们的重视遥

网络社会具有跨时空互动性尧开放性尧自由性尧
及信息共享等特质袁因此网络社会打破了不同国家尧
民族和地域的限制袁网络行为主体在网络社会中接
收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遥 在某种程度上冲
击着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念袁可能会出现价值观迷
失的现象遥 这极容易造成大学生对自我身份尧社会
角色产生错觉袁忽略现实社会的约束与管制袁道德意
识感和社会责任感越来越淡化袁因此产生了网络道
德认知的迷失遥

渊二冤网络道德行为
网络道德行为是个人在一定网络道德观念袁网

络道德认知的指引和激励下袁表现出对他人或对网
络社会所履行的具有道德意义的一系列具体行动遥
网络道德行为是道德观念尧网络道德认知的具体表

现和外部标志咱猿暂遥
网络是一个匿名性的空间袁 各种不良信息的充

斥对网络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产生危害袁更
对网络行为主体造成负面影响遥调查显示袁如果上网
时发现色情等不良信息袁源缘援怨豫的大学生会浏览袁并
且 缘援远豫的大学生非常感兴趣袁会认真浏览袁这表明
大学生群体对这些不良信息的危害认识不到位袁同
时也表明大学生的自我约束力和判断力较差遥

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为大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便利

的条件和丰富的学习资源袁 但也对网络道德形成了
挑战遥 调查显示袁在引用网络资料或信息时袁缘苑援远豫
的大学生选择野视情况而定冶甚至是野不标引冶袁还有
圆愿援怨豫的大学生选择野按照自己的习惯标引冶遥 这表
明袁 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网络行为的教
育和引导遥

网络作为一个网络行为主体 野聚集冶 的虚拟社
区袁为网民的资源共享提供了平台袁但是高等教育的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得到保护袁 尤其是教师上课
的课件袁属于个人知识产权袁学生很容易获得遥 调查
结果显示袁对于手中的大学信息资源袁愿苑援怨豫的大学
生表示不曾用于或将不用于商业目的袁但也有 愿援员豫
的大学生曾用于或将用于商业目的遥 教师课堂教学
的课件只可用于自己学习用袁 不可擅自转给他人或
用于商业目的袁 这 愿援员豫的大学生群体不可忽视袁若
不加控制极有可能涉嫌侵权遥

网络社会中新旧道德规范并存和冲突引起了网

络行为的多样性袁 一方面是尊重网络行为主体的言
论自由袁 另一方面是要网络行为主体遵守网络秩序
和法律法规袁承担社会责任遥另外袁网络社会的野零旁
观效应冶 使得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禁忌或者规范
大大减少袁降低了对野他人存在冶的考虑强度袁对自我
行为的控制力降低袁出现网络道德失范行为袁甚至出
现越轨行为遥

渊三冤网络道德情感
网络道德情感是有关网络道德性质的活动所导

致的人的情感感受袁 是网络道德意识在人的情感层
面上的反映袁 是网络行为主体对网络社会现象表现
出来的情绪情感体验遥

在关于 野是否相信网络购物冶的调查中显示袁
远苑援缘豫的大学生选择相信袁圆苑援愿豫的大学生选择不是
很相信遥 使用网络购物尧 缴费等功能的大学生占
愿苑援园豫袁 这表明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必不可
少的工具袁并且表现出对网购这个新鲜事物的喜好遥

大学生作为网络行为的主体袁 要主动承担相应
的网络责任和社会责任袁但由于大学生的心理尧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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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原因袁在网络社会中缺乏自我约束力和控
制力遥 调查显示袁怨园援员豫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慎重考
虑自己在网络上发布的信息带来的社会后果袁这表明
他们能主动承担相应的网络责任和社会责任遥但也有
近一成的大学生认为没有必要袁表明大学生在实际网
络行为中缺乏自律性遥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袁人与人之间的现实沟
通逐渐减少袁取而代之的是网络时空的接触袁在这个
虚拟性的时空中袁人们之间的交往具有间接性尧符号
化的特征袁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袁为人们的生活尧工
作等带来了极大便利袁但是减少了人们现实沟通交
流的机会袁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化袁信任度相对降
低袁一些网络谣言尧谎言等在网络空间传播袁出现了
网络道德情感的危机遥
二尧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教育引导措施

基于对安徽省某高校的在校大学生的网络道德

认知尧网络道德行为尧网络道德情感三方面的调查和
上述的调查分析袁笔者从大学生自身的心理尧外部的
社会规范体系及社会控制对大学生的网络失范教育

提出一些引导措施遥
渊一冤构建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心理契约
心理契约是在身份的基础上袁所考虑到的人类

交往中相互识别对方的行为模式袁是交往双方认知
了对方的身份后形成一致认同的行为规则袁属于自
发自生的互动规则咱源暂遥现实社会中袁人与人之间的互
动有赖于心理契约的建立袁在网络社会中袁心理契约
有助于建立网络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袁有助于
建立网络道德行为规范和网络社会规章制度遥 网络
社会学家莱恩格尔德渊匀燥憎葬则凿 砸澡藻蚤灶早燥造凿冤认为袁网络
社群的人机互动遵循一种野礼物经济学冶袁人们相互
提供帮助或信息而不求直接的回报咱缘暂遥 网络社会中
的人际互动与现实社会中一样袁也体现道德诉求和
规范遥 网络心理契约的实质是成员间在心理层面共
享的尧比较一致的互动行为规则咱远暂袁对网络道德动机
具有激发和维持作用袁对网络道德情感具有激励与
升华作用袁 对网络道德行为具有导向和调控作用遥
因此构建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心理契约对于提高大

学生网络道德具有重要意义遥
首先需要构建对网络行为主体的身份认同遥 行

动者网络理论提出行动者网络中的野行动者冶之间关
系是不确定的袁每一个行动者就是一个结点袁结点之
间链接共同编织成一个无缝之网遥 这个网络的通畅
需要自己及与自己互动对象的身份认同遥 个人的自
我认同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袁

同时也会对互动对象产生身份认同遥在此基础上袁网
络社会行为主体在互动和磨合过程中形成了一致性

的心理契约袁 进而能够对维护网络社会秩序产生道
德约束作用遥

其次要保证网络心理契约的持续性遥 心理契约
是一种合意袁 并且是在互动双方相似价值的基础之
上形成的袁一旦形成就不容易被打破袁从而使网络行
为主体的网络行为在这种心理契约的 野保护冶 下进
行袁形成网络秩序遥但由于网络社会的多样性和自由
性等特质袁网络行为主体很容易产生野角色混淆冶遥同
时袁 网络环境的去利益化和去责任化让大学生的一
些自然属性突显出来袁 冲击着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
念遥如文章对网络道德认知的调查和分析院数据表明
当代大学生对于网络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准则认知程

度较低袁极易导致大学生对自我身份尧社会角色产生
错觉袁忽略现实社会的约束与管制袁道德意识感和社
会责任感越来越淡化袁 因此需要提高网络行为主体
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袁 保证网络心理契约持续发
挥作用遥

渊二冤构建完善的网络社会规范体系
社会规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和遵守的共

有的行为期望准则袁是一种有义务形式的观念袁包含
两种形式院一种是约定俗成尧非强制性的袁被众多人
反复不断地长期模仿尧遵循而形成的一种行为习惯遥
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外部压力袁如道德尧习俗尧宗教尧仪
式等曰另一种是人为制定的尧强制性的袁由国家尧政府
或组织制定的规范袁 需要施加外部压力才能发挥作
用袁如规章制度尧法律条文等遥

网络社会规范实际上是关于人们网络行动及网

络社会关系的一整套社会规范体系袁 它是随着网络
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尧发展而发展的咱苑暂遥在虚拟的网络
社会中袁虽然由于网络社会自身所具有的虚拟性尧跨
国界性和跨时空互动性等特质使得网络社会规范的

功能发挥不能像现实社会规范一样袁 无论形式上还
是功能上都会很容易地遭到突破袁 但是网络社会规
范在规范人们网络行为尧促进网络健康发展尧维护网
络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关于大学生
网络道德行为的调查显示袁 有一部分大学生没有慎
重考虑自己在网络上的行为带来的社会后果袁 表明
大学生的在实际网络行为中缺乏自律性遥 因此构建
以道德控制为主导袁 道德规范与技术规范等优势互
补的网络社会规范体系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网络道德

水平袁维护网络社会的秩序具有重要意义遥
首先袁网络道德产生的基础是网络社会袁网络道

德也服务于网络社会遥 网络道德是对网络行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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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规范袁就如现实社会道德一样袁一旦道德规范
形成袁就会内化为网络行为主体的内心信念和行为
准则袁维护网络社会的秩序遥 其次袁网络道德是对网
络法制建设的重要补充袁是一种弹性的网络管理手
段遥 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尧匿名性和自由性等特质使
网络社会不可能完全依靠法律手段进行管理和约

束遥只有将网络道德建设和网络法制建设结合起来袁
才能真正确保网络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遥 再
次袁还需要依靠网络技术的发展来解决和缓解网络
社会中产生的一系列失范行为遥

渊三冤加强和改进网络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是指使社会成员遵守社会规范的压力

和整合社会秩序的机制遥 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尧隐匿
性尧开放性等特点决定了网络社会的社会控制具有
开放性尧智能化和艰巨性的特点咱愿暂袁也决定了网络社
会控制与日常社会控制的差异性遥 网络社会控制可
以划分为强制性控制和非强制性控制遥 网络社会虚
拟性的时空发展袁使得网络时空的接触逐渐取代人
与人之间的现实沟通袁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化袁信任
度相对降低遥 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和改进
网络社会控制遥 在对网络社会道德行为的调查中一
部分的大学生表现出失范行为袁同时反映了其对网
络技术手段的依赖遥 因此袁网络社会控制可以以技
术手段有效和充分的应用为基础袁将网络技术创新
转化为新的技术手段袁并应用于网络监管和社会控
制的各个领域遥

首先袁加强网络行为主体的自身控制袁这是一种
内部控制方法袁在网络社会中就表现为个体道德良
知方面和网络技术方面遥 网络行为主体的自身控制
就是指用网络技术和自我良知对自我网络行为进行

约束和控制袁 进而用自己的实际行为维护网络社会
的秩序遥 但这需要家庭尧学校及社会共同努力袁加强
教育与引导遥其次袁加强网络舆论控制遥网络舆论充
斥了网络社会空间袁 当网络行为主体的行为超出了
人们共同的认可程度和范围袁 就会引发其他网络行
为主体的舆论反应袁这是一种软控制手段遥 再次袁运
用强制手段渊法律法规尧规章制度等冤维护网络社会
秩序袁 实现信息网络法制化袁 法制化是规范网络行
为尧维护网络秩序的重要保障袁因此要制定科学合理
的网络运行与管理法律法规袁并做到严格执行袁确保
执法到位尧惩戒到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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