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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与矫正：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探析 ①

吴晓蓉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网络拓宽了大学生的道德视野，也为大学生的道德异化提供了温床。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异化主要体现在
道德主体异化、道德情感异化、道德规范异化和道德行为异化等方面。大学生网络道德异化有网络、高校和社会方面的

原因，也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矫正或治理大学生网络道德异化问题既要开展自律教育，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自律能

力，又要加强网络技术与道德规范建设，净化大学生网络道德环境，同时，还应加强网络法律建设，营造健康的网络道德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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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一方面拓宽了大学生的道德视野；另一方面网络的“虚拟

性、开放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也为大学生网络道

德异化提供了可能。网络道德异化在大学生中已是一个

普遍的客观事实，网络道德异化，如网络侵权、网络欺诈、

网络抄袭、网络犯罪等，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异化现象研

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异化：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分析
异化，是指人的一种状态，即主体由于自身矛盾的发

展而出现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客体，而这个客体又作为一

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凌驾于主体之上，转过来束缚主

体，压制主体［１］。网络道德异化，也就是指现实生活中的

道德在网络世界中受各种因素干扰，导致网络道德主体

丧失原有内涵，演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２］。而大学生网

络道德异化则是指大学生在网络世界里没有合理定位自

身的角色，无视道德约束，借助网络从事一些违背道德文

化底线又危害自身健康成长的非理性行为的总和［３］。大

学生网络道德异化主要表现为道德主体异化、道德情感

异化、道德规范异化和道德行为异化等几个方面。

１．１　网络道德主体异化

在网络虚拟社会中，人成为了一种“虚拟实在体”，网

络交往也就是符号与符号在交流。进入这个奇妙的数字

空间，大学生既可以张扬个性，舒展情绪，也可以回避现

实中的不尽如意的事情，这样，虚拟网络很容易使大学生

沉溺于虚幻的想象，使其对网络产生依赖感。“网络带来

的自由平等与个性张扬也仅仅是生活真实的临时剥离，

体现了人们试图超越现实社会的美好诉求”。［４］现实生活

与网络社会的反差，使大学生对现实社会更加地失望与

不适应。这样，大学生作为现实生活的道德主体和作为

网络社会的道德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网络一定程

度导致了大学生一种人格和自我意识的分离，即网络道

德主体异化，“网络道德主体异化表明在看似非中心化的

网络空间中，在各种层面的知识权力实体的左右下，主体

丧失了以个人或集体方式把握自身的能力，行动和创造

的能力也遭到了削弱”。［４］

１．２　网络道德情感异化

道德情感是伴随道德认知而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

是一个人道德行为的内部动力。网络的出现突破了人际

交往的空间障碍，这本应有利于大学生加强人与人之间

的情感交流。然而，事实是，随着网络社区如ＱＱ、ＢＢＳ、交

友网站等的诞生，大学生越来越缺少面对面的交流，人与

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被人对网络的依赖关系所取代。导致

大学生产生孤僻、冷漠等问题，从而使其网络道德情感发

生异化。

１．３　网络道德规范异化

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一样，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

网络时代，建立在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由于不适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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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运行的新环境而形同虚设，从而大量网上行为处于既

不受旧规范制约，又无新规范可依的真空状态。这种网

络社会的“道德真空”状态使许多大学生认为，“在网络世

界只有能力的高低，没有道德上的善恶”。［５］

１．４　网络道德行为异化

网络道德行为异化是指由于网络社会中的新道德规

范体系还没完全建立，以及网络社会道德规范与现实社

会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大量网上行为缺乏一

个明确的评价与判断的标准，呈现出“二重性”状态。这

种网络道德行为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网

络纵欲。“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６］在网络社

会中，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和方式说任何

话，做任何事，网民的自律意识普遍下降，从而会导致纵

欲失控。据某大学调查发现，７５％的大学生主要用空余

时间上网，有２５％的同学占用睡眠时间或上课时间上网，

沉迷网络现象较严重，有的甚至浏览黄色网站，还有部分

大学生利用网络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散布信息垃圾，传

播一些虚假和有害的信息等。第二，网络剽窃。网络社

会信息的公开透明性，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可以轻而易

举地复制别人的信息。据一项调查显示，近９０％以上的

大学生都有通过网络搜集学习资源和论文资料的习惯，

有近７０％的大学生有过粘贴和复制他人论文或程序的经

历。第三，网络技术滥用。据调查发现，有部分大学生出

于好奇等原因刻意进行计算机病毒的研制、传播，严重影

响了网络的正常运行。也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出于对黑客

的崇拜，故意效仿去攻击他人的网站等，还有少数大学生

利用网络进行诈骗和偷窃，构成了网络犯罪。据１９９９年

北京联合大学对北京５所高校的大学生使用互联网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有１２．５％的大学生曾经获取他人邮件，有

８．６％的大学生曾经获得机密或他人的私人信息［７］。

２　归因：当代大学网络道德异化的原因分析
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异化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

２．１　大学生自身的原因

由于大学生正处于成长青春期，不仅充满了求知欲，

而且具有较强的好奇心。猎奇心理、逃避心理、宣泄心理

再加上侥幸心理，大学生往往不会很理性地去涉猎或浏

览网络上的一些不良信息。而有些大学生会通过网络来

宣泄自身的不满情绪，淡化了自己的角色和责任等，从而

形成网络道德异化问题。

２．２　网络的原因

网络的自由性、虚拟性、隐蔽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为大

学生网络道德异化提供了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网络中

良莠不齐的信息铺天盖地，然而，由于网络监管不到位，

再加上大学生自身道德自律能力还不强，自我控制与管

理能力较差，很大程度使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异化问题

出现。

２．３　高校的原因

尽管高校近些年来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在不断加强，

但高校网络道德教育工作仍然比较薄弱，相关的规章制

度仍不够健全，难以有效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从而在

某种程度上导致大学生网络道德异化问题不断出现。

２．４　社会的原因

网络社会脱胎于现实社会，又存在和发展于现实社

会之中。可以说，网络社会不过是现实社会的一个子集，

一个功能结构单位而己［８］。网络道德实际上又是社会现

实道德的延伸和扩展，不能独立于现实道德之外，现实社

会的道德行为失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大学生的网络行

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的价值观念

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他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随

着大学生的主体性观念、竞争观念、平等观念的不断增

强，大学生的全局观念、集体观念、义务观念和社会责任

感也在逐渐淡漠。

３　矫正：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异化问题的对策
进入网络时代，如何矫正或治理当代大学生网络道

德异化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３．１　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自律能力

道德是人内心对自我的自觉要求，是社会规范内化

的结晶，也是一种自律行为。在自由并缺乏他律的网络

社会里，加强大学生的道德自律建设，提高大学生的自律

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它是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矫正

大学生网络道德异化的有效途径之一。鉴于此，开展大

学生自律教育，要充分发挥包括网络环境在内的大学生

活环境在大学生自律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注重竞争性和

协调性相统一、自主性和开放性相统一，为大学生建立一

个民主自由的大学学术氛围和宽松的学习环境，以利于

大学生确立良好个性倾向［９］。应加强对学生网络行为的

监督与管理，因势利导，有的放矢地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

德素质、知识业务素质、能力素质、心理素质，变外在人为

管理为学生内在的自觉行为习惯，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网

络道德自律能力。

３．２　净化大学生网络道德环境

网络社会的秩序完全靠网民的自我约束和严格的自

律来维护。因此，要发扬有效的传统道德，加强网络道德

规范建设，同时，必须加强网络技术研究，开发从语义上

进行识别、过滤不良内容的软件。通过对信息的过滤，净

化信息，从技术上保证大学生和其他公民免受网络上非

法内容的侵害，通过技术途径防范大学生网络道德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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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学生网络道德健康发展提供技术保证。这样有利于

净化大学生网络道德环境，保障大学生网络行为逐步走

上规范化道路。

３．３　营造健康的网络道德文化

法律是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通过国家机器

保证其实施的一种规范形式。发达国家从不同角度制定

了网络法律法规，为打击网络犯罪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这

些法律法规也是我国网络立法可借鉴的宝贵资料。如美

国的《联邦禁止利用电子计算机犯罪法》《通信法》《儿童

网上保护法》等；德国的《多媒体法》、《电信服务数据保护

法》等；英国的《禁止泛用电脑法》和《电子通信法案》等。

我国的网络法律建设起步较晚，我国的网络法律建

设应参照国外立法的合理成分并立足于我国实际。一方

面利用法律条款来规范网络行为。如《刑法》《民法》《国

家安全法》等形成了一些与网络有关的法律内容；另一方

面制定专门的网络法律法规。如我国先后制定并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管理暂行

规定》（１９９６）、《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

法》（１９９６）、《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２０００）、

《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２０００）、《计

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２０００）、《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２０００）、《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

（２００１）等网络法规，从而较大程度地维护了正常的网络

秩序，促进了网络道德的建设。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迫

切需要在已有的网络法律法规基础上制订一部全面的

《网络法》，建立规范网络的道德约束机制，营造健康的网

络道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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