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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快速发展,网络意识形态日益成为大学生学习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

素养作为个人在信息时代的基本素养,对于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延安大

学学生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对网络意识形态中信息素养的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

提升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中信息素养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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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age, the network ideology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 students' study and life. As the basic literacy of individual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twork literac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Taking the students of Yan '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n in-depth study is conduct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network ideology,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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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深入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

息、交流思想、塑造价值观的重要平台。然而,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也必须正视大学生在网络意识形态中信息素养不足的问

题。网络素养,作为个人在信息时代特别是网络时代所必备的基

本素养,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深入研

究大学生在数字化时代网络意识形态中信息素养的现状与问

题。以延安大学学生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全

面了解大学生在网络使用、信息获取、价值观形成等方面的实

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旨在分析当前大学生网络素养研究中

存在的不足和挑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此提升大学生

的网络意识形态中的信息素养水平。 

1 网络素养研究的缘起及内涵 

网络素养研究的起源可追溯至1994年,这是由美国学者麦

克库劳(C.R.McClure)在其论著中首次阐释的一个概念[5]。当时,

互联网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网络

对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巨大影响。因此,麦克库劳提出

了网络素养这一概念,旨在强调个体在网络环境中应具备的基

本素养,包括网络知识与网络技能两个层面。 

网络素养的内涵丰富且多维。首先,它涵盖了网络知识,即

个体需要掌握网络的基本原理、结构、功能以及网络信息的产

生、传播、利用等方面的知识。这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网络

世界的运作规律,从而更有效地利用网络资源。其次,网络素养

还包括网络技能,即个体需要掌握在网络环境中获取信息、加工

信息、传播信息以及保护个人隐私等方面的技能。这些技能是

个体在网络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网络素养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

的研究热点。各国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对网络素养进行研究,

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这些研究不仅

深化了人们对网络素养内涵的理解,也推动了网络素养教育实

践的发展。在中国,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素养教育也逐

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提升大学生的网络意识形

态中的信息素养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大学生作为数字时

代的主力军,他们的网络素养水平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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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素养研究的起源与内涵体现了人们对互联网时代个体

素养的深刻认识与关注。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素养将成

为每个人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加强网络素

养研究和教育实践,提升个体的网络素养水平,以适应数字化时

代的发展需求。网络素养研究起源于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网

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它涵盖了个人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获取、

处理、传播和评价等多个方面,是信息时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

之一。对于大学生而言,网络素养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学习生活质

量,更关系到他们的思想成长和价值观念的形成。 

2 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中信息素养现状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延安大学学生网络意识形态中信息素养的现

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问卷

设计涵盖了网络使用习惯、信息处理能力、网络道德观念等多

个维度,旨在全面反映学生的网络素养水平。同时,通过深度访

谈,进一步了解学生对网络信息的态度、认知和行为。 

从调研结果分析出以下几点。首先,部分学生在网络信息的

筛选和鉴别能力上有所欠缺[7]。在海量的网络信息面前,许多学

生缺乏足够的辨识能力,难以区分信息的真伪和优劣[2]。这导致

他们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误导,甚至被网络谣言所蒙蔽。因此,

提升大学生的信息鉴别能力,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是当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其次,部分学生在网络信息的利用和创新能力上

还有待提高。虽然学生们能够通过网络获取大量的信息,但他们

往往只是停留在信息的表面,缺乏深入的思考和加工。同时,他们

对于如何利用网络信息解决实际问题、进行创新思考的能力也相

对较弱。这限制了他们在学术研究、创新实践等方面的潜力。因

此,加强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提升他们的信息利用和创新能

力,对于促进其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部分学生在网络安

全意识和网络道德观念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些学生缺乏网

络安全意识,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不够重视,容易泄露个人信息
[3]。同时,他们在网络上的言行举止也缺乏足够的道德约束,有时

会出现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9]。这不仅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形象,

也对校园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网络使用这一方面展现出了相当

高的活跃度。他们频繁地借助网络进行社交互动、获取资讯、开

展娱乐活动等。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信息处理能力和网络道

德观念等方面,却存在着显著且不容忽视的不足[6]。其中,有部

分学生明显缺乏对网络信息应有的批判性思维,难以准确地辨

别信息的真伪和价值,因而极其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侵蚀和误

导。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学生的网络道德观念十分淡薄,时常

出现传播不实信息、侵犯他人隐私等一系列不良行为。他们未

能充分意识到此类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对他人权利和

网络环境秩序的尊重与维护。 

3 网络素养研究现状与实践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关于网络素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网络素养的内涵和外延尚未形成统一的

认识,导致研究内容和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1]；另一方面,实践

层面的网络素养教育尚未形成有效的体系,缺乏针对性的课程

和教材。 

实践过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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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一些学校已经开始重视网络素养教育,但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首先,网络素养教育的师资力量不足,缺乏专业的教

师团队；其次,网络素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相对单一,缺乏创新

性和实效性；最后,学生对于网络素养教育的认知度不高,缺乏

参与的积极性。 

4 提升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中信息素养的对策建议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快速发展,网络意识形态已成为大学生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大学生在网络意识形态中的信

息素养不足问题,这对其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带来了不良影

响。因此,提升大学生的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素养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务必大力加强信息素养教育[4]。可以通过积极开设一

系列与信息素养紧密相关的课程,如信息检索与评估、数据分析

与利用等,系统且全面地传授学生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定

期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讲座,邀请业内专家和学者进行经

验分享和案例分析,从而切实有效地提升学生的信息筛选、鉴

别、利用和创新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海量的信息中迅速、准确地

获取有价值的内容,并能对其进行合理的加工和创新应用。 

其次,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教育。通过开展专题课程、模拟

演练等活动,向学生深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增强他们的网络安

全意识。重点培养学生对网络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使其深刻

认识到保护个人隐私的重要性,并且能够熟练掌握保护个人隐

私的有效方法和技巧,从而显著提高他们保护个人隐私的能力,

避免在网络空间中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和侵害[8]。 

最后,持续加强网络道德建设。积极开展网络道德教育活动,

通过榜样示范、案例警示等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

观念。制定并完善校园网络行为规范,建立健全网络监督和奖惩

机制,严厉打击不良网络行为,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

良好校园网络文化氛围,让学生在健康的网络环境中养成良好

的网络行为习惯。 

总之,提升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中的信息素养是一个系统

工程,需要学校、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加

强信息素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活动开展、校园网络建

设以及与社会各界的合作,我们可以有效地提升延安大学学生

的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素养水平,为其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 结论 

经过深入研究和探索,本文针对延安大学学生在数字化时

代网络意识形态中信息素养不足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

策建议。通过这些对策的实施,我们坚信能够显著提升延安大学

学生的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素养水平,培养出更多具备高度信息

素养的优秀人才。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信息素养不仅仅是一种技

能或知识,更是一种适应数字化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能

力。提升信息素养,不仅是学生个人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国家

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我们提出的对策,旨在推动一个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信息素养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发展。通过

加强课程建设、师资培训、实践活动开展以及校园网络建设等

举措,我们为延安大学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实践环境,

使他们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信息素养水平。同时,我们

强调信息素养教育的时代性和发展性。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

网络更新速度与时俱进。因此要及时更新教育内容和方法,学生

也应在网络浪潮里拥有辨别思维看待问题,以适应数字化时代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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