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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已成为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交流的必要载体。截至

2023 年 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 10.79亿。其中，大学生群体占到网

民总人数的 34%，已然成为网络世界的主力大军。大学生是一群即将

步入社会但还未进入社会的未来国家建设开拓者，他们的网络素养道

德观正确与否对国家未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生群体看

待网络世界有一定的自觉性，但在对接受的信息的辨别水平上还未成

熟。飞速发展的网络世界，使当代大学生接受的信息变得多样，但独

属于网络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如价值观的越来越偏离，道德底线

的不断降低，处世态度的越来越暴躁等。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网络习惯，以大学生感兴趣的热门

网络热点为主题持续开发“网络素养教育第 N 课”，区别于传统教学

方式，融入情景游戏设计，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有所感悟；在互

动后再以真实案例为导向，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素养道德观，从而

在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上起到正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时间在流失，

热点永不断，通过改变主题的方式将网路教育课程划分为具体的教育

模块，不仅使得网络素养教育更加具体，还能让网络素养教育具有可

持续性。

一、工作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

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

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

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

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当代

的大学生，接受的信息大多都来自网络。如今的网络已占据思想教育

的新高地，教育者一旦掌握不了网络的发展方向，思想教育将成为一

句空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互联网、

发展互联网、治理互联网，深入推进网络强国战略，推动我国网信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高校作为培养新时代人才的摇

篮，一定要紧跟国家政策，进一步提高学生网络素养，不断提升网络

空间治理效能，为大学生打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2022 年 3 月，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首先在城市学院试点“网络素

养教育第 N课”，在学校官方微信平台原有的思政教育模块中融入“网

络素养教育第 N 课”，将教育观点、实施过程、教学效果进行校园网

络同步，并同时接纳广大同学不同的意见与建议，从而精进课程、扩

大影响力。本次“网络素养教育第 N课”的试点打破了传统的以教师

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让学生成为课堂主体，打造培植学生“假如是

我”的思考方式，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提升学生网络素养。

一、实施路径

（一）了解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



网络已寄生在大学生的生活中，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以其特有的丰富性、方便性、时效

性等优点吸引大学生注意的同时也让部分对网络缺乏深层思考与判

断的学生陷入盲目跟风中，导致他们进一步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在无

形中造成对他人的伤害、让自己的底线一再的降低。其实，网络的出

现最初是让资源实现共享，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了解世界、发

展科技。但如今的现状是，利用网络进行学习的大学生少之又少。四

川长江职业学院在学校进行了 1项网络数据调查及 1项问答征集，网

络数据调查的主题是“学生上网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本校学生接

触过网络的占比高达 100%，每天上网超过 1 小时的达 85%，上网用

于聊天的占 47%，用于游戏的占 38%，其他的占 15%。问答征集的主

题是“是否会在网上跟风发表言论，为什么？”整理收集到的答案后

发现：说“会”的同学占比高达 85%，其原因大部分人选折“不在乎

真实原因，只是凑个热闹”。由此可见，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还处于一

个较为稚嫩的状态，良好的引导是不可或缺且迫在眉睫的。



（二）有的放矢，开发“网络素养教育第 N 课”

传统的教育方式无非是老师苦口婆心的讲，学生两眼呆滞的听，

时常抱怨老师今天又在“讲大道理”了。随着时代变迁，当代的大学

生已与过往不同了，他们看过更广阔的世界，了解过更多的信息，有

更自我的思考方式，如果不能让学生主动接受思想教育，那思想教育

将会变成最直白的“形式主义”，毫无意义。

那如何才能让他们主动接受？古人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需要转变角度，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感兴趣的领域与方向，

结合他们所学专业，以案为例，让学生参与课堂，学会“假如是我”

的思维方式。

“网络素养教育第 N课”会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网络习惯，以当下

最热门的网络热点为主题开发不同的情景游戏，并将其融入教学环节，

让学生在情景中体验真正的“身临其境”，从而有所感悟；在互动后

再以真实案例为导向，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素养道德观，从而在学

生的网络素养教育上起到正向作用。

“网络素养教育第 N 课”具体实施案例：《知未的，勿轻传》

情景融入：将同学平均分成 8组，并让每组成员以列为单位落座。此

时教师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句话：“我的水杯丢了，但是我在你同寝

室的同学的座位上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教师写完纸条后让每组

第一排的同学上来看，并要求他们以小声口传的方式告诉组内下一位

同学，最后让每组的最后一名同学发言，得到的结果如下：

8名发言同学中只有一个同学是按纸条上的话表达出来，其余 7



名同学均说“我的室友偷了老师的杯子”。

这个情景游戏告诉我们什么呢？是拥有一个跟老师一样但是遗

失的杯子就等于偷了老师的杯子吗？此时教师向学生提出了问题：

“如果你是那个拥有同款杯子的同学，在听到“他偷了老师的杯子”

这样的流言时，会怎么想？”所有的同学都表示非常受伤，实事不是

这样的......

流言就是这样形成的，不知道事件的始末就不能轻易的站在自己

的角度去给事情下定论。课堂的这个情景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测试了，

倘若是真实的发生在大家的生活中，同学们传递信息的方式大概率是

会选择网络，那网络的传播范围就不是大家可以控制的了。

此时许多同学已经学会“假如是我”的思考方式了。此时需要用

网络真实案例让同学们的印象更为深刻。



图 1 图 2

“四川大学女大学生地铁事件”可以作为本次网络教育的主题，

此事件最后被定义为是诬陷，女生所在学校也为此发布了声明。但在

事件发酵之初，网络舆论是偏向支持这位诬陷他人的同学的。我们不

去评价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我们站在广大网民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

有多少同学最初只是看了图 1 就选折支持这位发声者？又有多少同

学是直接在网络上传播了此事并发表了支持这位同学的言论？此事

当教师提出以上 2个问题时，班级上多数同学举起手。这件事最终被

定义为诬陷时，对于这位被诬陷的当事者来说网络上的所有的指责话

语造成的伤害也不会消失。此时，许多同学表现出了内疚的表情。

我相信，如此“身临其境”的教育，会让同学们学会什么是“知



未的，勿轻传，”什么是谨言慎行，什么是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

（三）与校内新媒体平台共建共享

“网络教育第 N 课”作为学校思政模块的一个部分，将与学校官

方网络平台合作，讲课程内容制作成新闻稿同步于校园网络，同时将

教学课堂制作成教学视频上传学校资源平台，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学习，

发表观点。同时组建意见收集小分队，收集来自学校同学们的意见与

建议，进行回复与探讨，为后续持续开发课程的精化做支撑材料。

三、主要成效

“网络教育第 N课”思政模块成立于 2022 年 3月，整合当下网

络最热门的热点，开拓网络教育新路径，结合学校以及各二级学院的

平台资源，打造独属于四川长江职业学校的网络教育方式中，带同学

们遇见更好的自己。“网络教育第 N 课”上线第一天，单条推文点击

量达 5000+；在成立运营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打造了 20 余堂精品网

络教育课，平台粉丝数达 3000 余人，自成立之初以来日均涨粉 10-50

人不等，发展势头强劲。“网络教育第 N 课”思政模块共发送推文

50 余次，其中单篇阅读量 1000+的推文 20 余篇，迅速成为深受广大

师生喜爱的新网络教育模块。

四、改进方向

“网络教育第 N 课”有学校官方平台支持，发展基础较好，发展

速度较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有较大提升空间。下一阶段，我们将

从以下方面努力：1、持续输出优质产品，促进更多学生参与其中；2、

产品方向适当向大一新生群体倾斜，让新生在大学生活之初就了解到



网络素养的重要性。3、进一步加强机制体制建设，完善与各共建平

台的合作机制；4、增加与校外媒体合作的可能性，让“网络教育第

N课”走出校园，进一步提升网络思政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

五、结语

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对于提升校园文化氛围、

促进教育信息化发展、增强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以及增

强校园凝聚力和向心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如今网络世界的飞

速发展下，也希望广大大学生能保持本心，做一个爱党爱国，爱家爱

自己的当代青年。作为教育者的我们，也必须进一步加强网络教育力

度，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学会换位思考，学会自我反思与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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