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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重庆市+&所高校进行抽样调查#概述了重庆高校学生上网情况,比较分析了网络对学生

的思想道德意识-知识面-学习情况的影响,论述了学生对网络的态度及网络成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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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网络在中国也得到飞速

发展#现在上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首

先被走在时代前列的大学生所钟爱和接受#并在高校

中流行起来.随着学生的大量上网#虽然总的趋势是好

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使学生意识形态受到腐蚀#道德-
法制观念淡泊#影响学业等负面影响.

为此#我们调查了网络对重庆市高校学生的影响.
这次调查包括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西南政法

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后勤工程学院-重庆医科大学-重
庆教育学院-重庆工商大学-重庆交通学院-重庆邮电

学院等+&所高校#共收回有效问卷6&&份.
此次调查的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六个部分*7+8学生

基 本情况,758学生校园-家庭环境与网络使用情况的

联系,728网 络 环 境#包 括 网 络 文 化 现 状-网 络 文 化 导

向-网络中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7%8网络使用情

况#主要指学生上网目的-学生利用网络学习的情况-
网络不良信息传播的情况,7(8学生的综合素质情况与

学生网络使用情况的关系,7’8网络成瘾情况.:

一-学生上网已成必然趋势

本次调查回收的 6&&份有 效 问 卷 中#上 网 学 生 有

9(2人#不上网学生只有%9人#上网率高达3%;+<.其

中男女学生上网情况见表+所示*

表+ 男女学生上网情况统计表

项目 女 男 总计

调查总数 26& %5& 6&&
上网 2(5 %&+ 9(2

未上网 56 +3 %9
上网比例 35=’< 3(=(< 3%=+<

从表 +可以看出当前大学生上网非常普及#原因

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
+=由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普及#使得

现在的用人单位在招聘中对学生的计算机技能都有较

高要求.因此提高计算机技能是当代大学生学习的主

要目的之一.这次调查中有(3;6<的学生认为自己最

需要提高的就是计算机使用水平.这是促成学生上网

的根本原因.
5=重 庆 作 为 年 青 的 直 辖 市#大 力 发 展 了 网 络 建

设#在渝高校上网的条件普遍较好#此次调查的高校全

部都有连接到>?@AB?A@的机房或是图书馆#拥有自

己 的CCC 主页站点#部分学校甚至把网络接口连入

到寝室.各高校周围网吧林立#收费低廉.这些都使高

校学生很容易就能连线上网甚至长时间漫游在网络的

海洋之中.
2=学生之间互相影响.在此次调查中#有%2;5<

的学生是因为同学影响而上网的#且通常以寝室为单

位集体去网吧上网#尤其是一年级的新生兴趣更浓.可

见#追求时尚和好奇而上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网络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开阔了视野

网 络作为信息时代的主要标志和工具是D巨大和

开 放的E#这使得互联网络拥有极大的信息量#并且其

中的信息量仍以指数级数递增.现今网络搜索功能也

十分强大#以FGGFHI-JKLGG为代表的搜索引擎#使得网

络使用者能够很容易获取想要的信息和知识.
调查显示#学生中有’’;%<的人认为网络能够拓

展 自己的知识面#开阔视野#活跃思维,还有53;3<的

人认为网络能够获取有用信息#对促进学习并提高效

率很有用.另外还显示#上网的学生相对于不上网的学

生对学校老师要求更高#他们对教师授课质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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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所示"
表! 学生对教师授课质量评价统计表

学生对教师授课质量的评价 不上网学生 上网学生

非常好 #$%&’ (%$’
比较好 )&%*’ $#%*’

一般 !+%$’ $$%&’
非常差 ,%,’ !%&’

没有感觉 !%#’ !%+’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网的学生在接受了网络的洗礼

后-眼界更宽广-要求更高新"而且在受试人员中-有),
名学生在校跟导师做过科研或是课题-他们#,,’都上

网"
另外-此次调查也测试了学生对前沿的科技词汇.

各学科领域的专业词汇的了解程度"结果表明上网的

学生高于不上网的学生"
现代社会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学习已经不可

能再是一劳永逸的事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要不断

接触新事物.接纳新观念-才能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要

求"而互联网上获取知识的方便.快捷和全面-给学生

求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网络不只为

学生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而且也为他们开辟了

另一个求知的广阔空间"这同时也对传统的教育教学

方式提出了挑战-不能不迫使高校教师必须加快改进.
调整自己的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才能有助于进一步

提高教学效果"
三.休闲.娱乐.聊天/上网的主要动力

此次调查中还涉及学生上网的兴趣取向.关注内

容 的多选题"结果显示-学生主要关注音乐娱乐和聊

天-其比例分别为*#%(’和))%(’"另外-除基于扩大

信息增长知识而上网外-有!(%,’的人还关注游戏"
据调查-全国网络用户中学生尤其是高校学生占

了很大比例-年龄因素使得他们是一个喜好休闲娱乐

的群体"因此网络商家多针对学生群体开发并推出了

大量的网络休闲娱乐服务"现在的网络游戏.休闲网站

交互性好.功能强大.娱乐性强-这极大地满足了他们

的娱乐需求-使得目前网络上的娱乐服务项目极有市

场"上网学生的大部分精力就是花费在这些服务上-包
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团体.天气预报-甚至政客们的

刺激绯闻等等"
另外网络的适时性及据此开发的各种网络聊天软

件.电邮软件也强烈地吸引着学生-使得他们除了感受

休闲娱乐的冲击之外-还可以跟家乡和其他学校的朋

友进行适时互动交谈-或者与他们新结识的远方的网

虫们交换电邮-以便加强往来-增进了解-维系感情"

四.网络难以影响学生意识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网络对学生的道德意识.法律

观念.人际交往能力.是非标准等均会产生不良影响"
他们认为这是由于网络技术源于西方-其本身又具有

虚拟性.隐蔽性.自由性.开放性.异化性等特点-使得

网络上的信息和言论不受控制-网络中的黄.黑.灰色

信息等消极的东西容易使学生受污染甚至堕落"
然而-此次调查我们发现-网络对学生的意识和是

非观念影响不大"通过采用心理学的五点量纲测试受

试者-让他们对婚前同居.婚外恋.同性恋.热爱集体.
先公后私.尊老爱幼.乐于奉献.勇于献身.金钱至上.
个人利益第一等等现象进行表态"结果显示上网学生

和不上网学生对这些问题几乎都持相似的观点"他们

的态度很相近-只有几个百分点的差距"
而且调查显示-学生在遇到网络中的黄色网站.反

动网站时-大部分学生都能做到置之不理-少数学生还

会提醒相关部门注意-或是安装过虑软件-主动屏蔽或

打击这些有害信息"只有极少的学生会感兴趣-主动去

观 看-但这些学生在上网学生中的比例很小"我们认

为-网络之所以未能对学生意识产生影响是因为两方

面的原因所致"
#0一 个 人 的 意 识.是 非 观 的 形 成 是 在 青 少 年 时

期-尤其是中学阶段"大学生作为成年人-已经有比较

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了"经过深沉.博大的中华人文

精神洗礼-基本上树立了爱国主义精神.正义感和大局

观念.法纪观念1理解信息也变得多角度化"他们凭借

已具备的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标准-一般都能够对网

络中的种种观点进行筛选.辨别-而不是被动地全盘接

受各种思潮"
!0此 次 也 调 查 了 学 生 对 网 络 的 信 任 度"结 果 显

示-半数以上的学生对网友.网络规范.网恋等都持怀

疑态度"很多学生认为网络是虚拟的-不必太认真-甚
至可以不负责任"于是-他们自己也往往不在网络中说

实话-不遵守现实中的道德标准1一些人认为网络只是

一种游戏-上网就是为了休闲"这既表明学生在学习上

休闲上喜爱网络-而又在思想上对网络的虚拟性.自由

性有所警惕-同时也表明规范学生的网络行为-加强学

生网络道德和网络文明的教育引导已迫在眉睫"
五.当前网络对学生学习影响的分析

从技术上说-网络对学习的帮助是勿庸置疑的"利

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可以把原本枯燥.抽
象的教学内容用逼真的.生动的形式进行传授"通过网

络还可以和大洋彼岸的教授.学生进行适时的交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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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探讨大家关心的问题!而且网络教学可以更好地适

应学生的学习习惯"包括学习时间#学习方式和学习速

度"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然而"网络因信息繁杂多样"易于取得"又使学生

在上网的过程中"易受大量无关信息的干扰"不知不觉

地把有目的的学习变成一种无目的的漫游!盯着五彩

的屏幕"大量宝贵的时间便悄然流逝"结果是学生在利

用网络学习的过程中未受其利"反受其害!
另外"当前我国教育类站点的建设还不是很理想"

宣传力度也不够大!在此次调查中"有$%&的学生对现

在的教育类网站不满意"认为其种类少#数量小#质量

低#内容僵硬#缺乏吸引力’还有()&的学生对这类网

站不了解!
对于网络对学习的影响这一问题"我们的调查结

果显示"在学生看来"获取同样的知识"认为最有效的

方 式 是 上 课 听 讲 和 看 书 学 习"其 比 例 为 %%*+&和

,(*$&!其次是通过参与来学习-如在参与科研中学

习.或者通过讲座或专题培训来学习"其比例为)/*0&
和(1*1&!只有(%*(&的学生认为网络是学习的最好

方式!
上网 的 学 生 中 有 0+*2&的 人 是 为 了 学 习 这 一 目

的"其中)2*2&的人认为能促进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1&的人认为能提高英语水平’(1*,&的学生认为网

络使他们成绩下降或者无心学习!
利用网络获取知识是社会和教育发展的趋势!不

过"在当前网络教育信息比例不大#教育站点质量不高

的情况下"学生更容易被其他信息所吸引!因此在继续

采用传统的学习方法的同时要加强教育网站的建设"
并对学生屏蔽部分无用信息"以保证他们高效吸收有

用知识和信息!

六#潜伏的隐患3网络成瘾

网络成瘾者"指一上网就兴奋异常"精神极度亢奋

并乐 此 不 疲’一 不 上 网 就4网 瘾 难 耐5"出 现 焦 虑#忧

郁#情绪波动#烦躁不安!网络成瘾者"一天中的大部分

时间都在网上度过"对自己不再有任何控制"上网时间

往往都超计划"严重者整夜游荡在虚幻的环境中"而白

天则昏昏欲睡"对现实生活无兴趣"更无法学习!而且

他们还表现出逃避现实的心理迹象3越来越愿意呆在

网上"不上网时手指会不停地抖动"严重时全身打颤#
痉挛#摔毁器物’部分学生甚至只是为了活下去而不得

不吃饭和睡觉’更有甚者因陷得太深而不能自拔"最终

走上自杀的道路!
这次调查我们引入了美国心理学会(/$届年会上

提出的678鉴别标准表!结果显示"网络成瘾的学生比

例为(*2&9$*(&"不像一些报道那么严重!不过"问
卷调查后我们对周围一些上网成瘾的学生做过走访"
这部分学生逃课特别严重"以抽样发放问卷的调查形

式难以了解他们!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有个别学生在

谈及对网络的感受时"认为网络是生活的唯一!所以网

络成瘾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我们应该加强

关注"积极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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