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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化的迅速发展，网络对人类生活影响越来越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做好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进一步厘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的内涵、特点以及作用等对于更好的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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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人类已进入一个全新的 “网络时代”。网络以其突飞猛进的趋势全

面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

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面对当前的形势，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相比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强调的是受教育者主体的能动性，主体的辨别和选择信息的能力，换

句话说，也就是要更加重视自我教育。因此，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我教育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１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的内涵
自我教育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相对于他我教育而言，自我教育更强调主观能动性，更注重个性化社

会实践活动。关于其内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区别不大，大都将自我教育视为人对自己的教育活动。

著名学者张晓静明确指出：“自我教育是自教和自学的统一体，与他我教育相对应，互为依存。”［１］

众所周知，网络的飞速发展衍生了一些列网络问题，网络教育也是其中之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课题也就顺势而生。相对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它的特性主要在于其中介由原来的课堂转变为网

络。同样，它的自我教育也是以网络为中介进行的。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我教育可以界定为

以上网者作为教育主体，以自我作为教育对象，以网络为教育的中介，在自我意识支配下，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有意识地进行学习，以通过学习适应社会需求并不断发展自己、提升自己。

２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的特点
自我教育是教育的制高点或者说是终极目标。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学会学习，提高自主

学习的能力，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自主学习、终身学习与自我教育是密不可分的。自我教育就是

让受教育者自己去教育自己，自己去管理自己。而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意识形态类教育，属于上层建筑之

列，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加上网络本身的虚拟性、交互性、丰富性、快捷性等决定了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自我教育的各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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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自主性
自主性是相对于自我教育者本身而言。事实上，自我教育本身就强调自主性，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

自我教育也是主客体的合一［２］。当然，传统的自我教育所接受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自我教育者的主

体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有真正获得解放。随着网络的发展，无限丰富的网络资源使自我教育者完

全摆脱了资源的有限性的束缚，使受教育者真正获得解放，充分显示出受教育者的自主性。

首先，网络资源的丰富性、共享性赋予了自我教育者选择信息的自主权。同时，网络环境不同于其

他社会环境，在网络环境中，自我教育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站、论坛等，能够根

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自己关注的信息、项目等。其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的结果很大程度

上由自己的主观努力决定。由于网络资源信息的丰富，涵盖内容之无所不包，基本上没有满足不了教育

者需要的资源，在客观条件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自我教育者自身努力的程度就是教育效果的最大制约因

素。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推进，人们生活方式、人生追求的个性化日趋明显，自我教育者的自主性

也表现为自我教育者的个性化，个性化发展是网络环境下自我教育者自主性的标志。

２．２　互动性
互动性指的是自我教育的方式。由于自我教育具有极大的自主性，相对于他我教育，大多数人可能

会认为其缺乏自我与其他主体的沟通和交流。事实上，这种理解是非常狭隘的。

首先，自我教育不是一种孤立的教育，它的教育内容和教育环境都是外在的。相对于他我教育，它

的关注重心由他我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关注教育者和教学转向关注受教育者和学习，更加强调发挥受教

育者的能动性。事实上，受教育者之间本身是相互关联的，在网络世界里，不存在单个的教育主体或是

学习主体。网络系统千丝万缕的联系，受教育者不得不相互沟通以期获得更为丰富的资源。其次，互联

网为每位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互动学习的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作为自我教育的

交流平台，打破了传统教育以及他我教育的时间、空间的阻碍，使自我教育者之间随时随地产生互动共

鸣、交流共享。

２．３　脆弱性
网络是没有中心、没有国界限制的自由之地。它具有无限的虚拟性、开放性，这就导致了其环境尤

其是环境秩序上不可避免的脆弱性。

首先，因为网络没有现实社会生活中强有力的制度、规范保障。这种自由性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

帮助人们在网络空间实现有秩序的自由，也能破坏自由，主要依赖自我教育者自身的努力以及在网络中

的自觉自律。如果自我教育者在网络中不能洁身自好，很容易导致网络秩序的破坏，网络环境的污染。

其次，网络的虚拟性和人们素质的差异性也导致了网络环境的脆弱性。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言行举止

受到法律、制度、舆论等约束，但在网络世界，人们很容易理解为虚拟世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没有强制

的规范，很多不负责任的网络行为也很难得到相应的监管；没有真实的情境，网民们的言行举止也很随

意，这种群体或个人甚至少数企事业单位网上的虚拟、不受约束性导致了网上行为失范，网络暴力、网络

犯罪层出不穷，网络环境相当脆弱。

３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的作用
３．１　自我教育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核心

从古至今，自我教育一直备受重视。大教育家孔子强调自我修养，提倡“内自省”“内自讼”，孟子主

张“自得”。现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更是明确指出：“只有促进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３］

随着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自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加上网络的飞速发

展，网络教育已成为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产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

们的生活和学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指教育者利用网络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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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道德和素养等方面的影响。同时，基于网络的特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不能通过传统的宣讲或

者课堂讲授或者是面对面、一对一的谈心来实现，同时，由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存在资源的差异性，网

络资源异常丰富而且完全共享，那么，它的教育功能的实现主要依赖于自我教育，自我教育的始发点和

终端都是自我，媒介是网络。这种以网络为中心构成的自我教育也就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核

心。通过进行自我教育，受教育者能够充分发挥主体性，独立地有意识地进行价值判断、道德选择并根

据自身需要和自身特点以及社会要求选择性的吸收、学习信息资源，通过这种自主筛选的学习、受教育，

逐步形成个体稳定的气质、品德并最终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实现个体的自我超越。在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中，自我教育的地位的提升和个体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也有利

于人的全面发展。总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离不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核心就是自我教育。

３．２　自我教育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路径
首先，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来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设计

教育的内容，自我教育者根据自身特点及客观需要选择内容，并经过消化吸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思想、

道德修养。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资源相对平等，受教育机会相对公平，接受教育的方式相对自由，教育工

作者的作用不再相对弱化，除了引导或是指路作用之外，其他都依赖于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包括教育

资源的选择、教育机会的把握，教育方式的挑选都是受教育者的自我行为。其次，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的效果实现来看，自我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才是实现教育效果的关键。只有自我教育者本身做到主动

学习并认真思考，才能把教育内容转化为自身的素质。同时，通过实践，形成稳定的思想品格、良好的行

为习惯。也就是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外部作用必须经过自我教育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

能到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由此可见，自我教育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路径。

总之，在信息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自我教育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至关重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开展必须充分发挥教育者的主体性，充分发挥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感和行为习

惯，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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