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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网络素质分析与对策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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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有针对性的设计调查问卷对研究生网络素质现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总结特点，提出了目前存在的显
著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提高研究生网络素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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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信息传播手段，加快了信息传
播速度，是促成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变革的一项重要

科学技术成就［１］。目前关于网络对青少年影响的研究是

德育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主要研究如何抑制网

络成瘾、防止网络上的负面信息侵蚀青少年思想以及如何

利用网络扩大德育宣教渠道等［２３］，专门针对研究生群体

的并不多见。研究生相对于其他青少年群体，学历层次更

高，能力更强，对互联网的主动性影响范围更大，使得对研

究生网络行为进行分析调查与教育引导成为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者需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通过调查

问卷与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研究生网络行为进行

调查分析，总结研究生网络素质的特点、成因并提出相应

对策。

１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２００份，面向６所高校在读的

硕士、博士研究生。回收有效问卷 １１４２份，合格率达
９５２％。其中硕士研究生１０４４人占９１．４％，博士研究生
８６人占 ８．６％。性别比例为：男生 ６４０名占 ５６％，女生
５０２人占４４％。中共党员４７１人占４１．２％，团员５９６人占
５２２％，民主党派１６人占１．４％，群众５９人占５．２％。

２　研究生网络素质特点分析
网络素质可定义为在基本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

用网络时的技术水平和道德修养。研究生网络素质指的

是研究生在使用网络时的技术水平和道德修养。

２．１　研究生网络使用情况调查
（１）研究生网络日平均使用网络时间较长。调查发

现，超过９０％的学生具有４年以上网龄。日使用网络时
间超过１小时的学生占全体学生的９６％以上，每周上网
时间超过３０小时的学生比例超过３０％。根据 ＣＮＮＩＣ对

网民的界定［４］，认为每周使用网络高于（含）１小时以上
的就可以定义为网民，调查数据显示全体研究生已经成

为“网民”，说明网络已经与研究生生活密不可分，息息

相关。

（２）研究生对网络基础功能的使用深入且全面。在
各种互联网基础功能的使用中，研究生对即时通讯类工

具使用比例最高，７１％的研究生经常使用即时通讯。电
子邮件、即时通讯、浏览新闻和专业文献搜索是研究生使

用网络的最主要目的。

（３）研究生重视网络安全，解决网络安全问题能力较
强。通过调查发现８３．３％的学生在面对电脑病毒侵害时
愿意通过自己努力解决问题，９０％以上的学生电脑上装
有杀毒软件且定期更新病毒库。可见，研究生网络安全

意识较强，且具备较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２．２　研究生网络道德修养水平调查
（１）研究生对网络法律法规了解不够。对我国几个

重要互联网法律法规的调查发现，有一定了解的学生比

例不到３０％，４０％左右的学生表示没有听说过。
（２）常见不良网络行为中，曾经有过下载使用盗版软

件、视频音频资料的学生比例最高，这与我国互联网使用

现状有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其他网络不良行为中，经常

在网上讲脏话的学生比例为５．５％，经常利用网络剽窃的
学生比例为２．５％。

（３）对“黑客”看法存在争议。同样是破坏互联网数
据，对黑客和红客（攻击某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际机构网

站的人群），研究生的看法有一定不同，反对黑客的学生

比例高于７０％，而反对红客的学生比例不到４０％。这说
明研究生的网络是非判断能力容易受到舆论导向和情绪

影响，漠视网络法律法规。

（４）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调查发现曾经有过使
用盗版软件等的学生比例有近８０％，有８３．４％的学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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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正版软件，对 ｍｐ３带来的侵权问题则有４５％的学
生认为应该鼓励。可见，研究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

亟需加强。

２．３　其他方面
（１）关注校园网，尤其关注与自身学业发展直接相关

的内容。调查显示７０％以上的学生会经常登录校园网，
平时住在校外的学生登陆校园网的比例也与校内学生基

本相同。通过对校园网内的信息关注度分析发现大部分

学生对校园网各项信息的关注度较高，其中以对事务性

内容的关注度最高，其次是与科研息息相关的最新学术

信息类内容，而与思政教育相关的内容学生关注度最小，

这是思政教育工作者需要正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２）具备较强的自制能力，能够避免沉迷于网络游
戏。随着年龄的增长，研究生沉迷于网络的比例逐次减

少，２６岁以上的学生沉迷于网络的比例只有０．６％。与其
他相似调查相比［１］，研究生沉迷网络特别是网络游戏的

比例较少。

２．４　研究生网络素质评价
根据上文分析可以认为，研究生普遍具备较强的网

络使用能力，在上网时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水平较高。

同时需要看到，目前研究生在网络使用方面仍然存在一

定的问题，表现在互联网法律法规知识缺乏、缺少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思想行为易受他人影响等。

３　全面提高研究生网络素质对策研究
（１）发挥研究生网络应用水平高的优势，进一步开发

研究生德育管理信息平台，构建网络服务体系，开辟研究

生德育工作网络阵地。当前，基于网络技术开发的管理

信息系统在研究生的学籍管理和培养环节中得到了很好

的应用，但在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尚未有系统的使用

范例。考虑到基于校园网的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导向性、

互动性、公开性等特征，一方面可以规范德育工作的流

程，另一方面可以科学地记录和量化德育工作。

（２）建设研究生德育主题网站，用丰富多彩和生动贴
切的内容吸引和凝聚研究生，引导健康、积极的网络行

为。建立研究生德育主题网站，把积极的思想教育内容

渗透到网站内容中，通过主题网站内容的针对性、理论

性、客观性、服务性来吸引和凝聚研究生，使网络德育有

明确的抓手。德育主题网站和研究生德育管理信息平台

的建设和实践，将及时为研究生提供科研、学习、生活等

方面的资料和信息，引导研究生正确利用网络上的丰富

资源，切实凝聚研究生。

（３）重视对研究生在 ＢＢＳ、微博、微信等公共信息网
络中的舆论引导，建立完善的全方位网络预警机制，掌握

研究生思想热点，因势利导，及时解决问题。采取及时回

复、柔性处理引导学生利用校院学生组织作为沟通桥梁

有序参与学校管理，更多体现研究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的主体性。对出现的不良网络行为，坚持正面引导的原

则，注重引导网络活跃群体在网上理性的网络行为。同

时通过权威对话、召开座谈会和主题教育等多种形式，畅

通沟通渠道，引导研究生正确对待各种社会思潮。对网

络上不同的群体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高度关注那

些在网上异常活跃的少数人，把他们作为网络德育工作

的重点对象。注意网络上研究生思想热点的产生和具体

的实际问题，要求网络德育工作队伍及时发现不良倾向

并建立预警机制，确保各部门能够了解并及时处理。运

用技术、行政和法律手段，加强校园网的管理，消除不稳

定的因素，严防各种有害信息在网上扩散传播。

（４）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德育工作者和骨干的
网络应用水平，引导他们通过博客、电子书等新型网络工

具，占领网络新阵地。德育工作的新形式也对德育工作

者的计算机和网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德育工

作者能够具备一定的网络知识，掌握目前在研究生中广

泛使用的网络工具，并能够利用这些工具与学生交流并

开展工作，如即时通讯软件、Ｅｍａｉｌ、博客、电子书等。还能
够有效使用网络数据强大的统计和记录功能进一步提高

工作效率。

（５）加强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律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
教育教学活动，全面提高研究生的网络素质。良好的研

究生网络素质应该是研究生在适应网络环境和网络社会

生活的基础上，具备健康的网络心理，自觉抵制不良信

息；同时具备较强的网络应用能力，为自己的学习和科研

工作服务。具体表现在具有良好的网络认知能力和网络

交往能力，具有健全的意志，能够对自己进行恰当的自我

评价；同时，能够熟练应用网络工具检索并合法使用海量

信息资源，为自己的学习和科研工作服务。通过形式多

样的教育教学活动，使研究生认知网络道德和法律戒令，

避免研究生由于好奇心驱使利用专业知识去充当黑客等

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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