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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生活网络化现状及对策研究 ①

周四平，刘燕玲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６）

摘　要：网络化时代的今天，网络已占据高职院校绝大多数学生的物质和精神空间，给高职院校传统的学工管理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寻找学生网络化生活的深层次原因，探索高职学生管理在网络化时代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成为

高职院校各级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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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大学生跟网络密不可分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网
络对于高校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心理发展、道

德观念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２０１２年国家教思政司
函〔２０１２〕６５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提高辅导员利用网络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工作科学化水平，增强大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大力推动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再上新台阶，这是每一个高校管理者都应

该努力去探讨的学术难题。

１　西方生活世界理论对生活网络化的定位
大学生活网络化在加速瓦解传统生活和思维方式的

同时，网络虚拟世界里孕育出来的大学生为所欲为的个

性张扬和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正能量的质疑。西方生活

世界语境下的现实物质生活世界是指人作为现实生活的

主体，不仅强调的是一种直面的生活方式或存在，也关注

人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反应出内心的真实性。德国学者

胡塞尔认为，技术社会遮蔽了生活世界的最初丰富性，导

致人的主体意义的丧失，他希望用生活世界的概念唤起

人对自身整个生活的关注［１］。另一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强

调教育工作者通过自己的交往实践“确信他们共同的生

活联系，确信他们共同主体性分享的生活世界”［２］。现代

西方哲学中这种主体间转向对生活网络化问题的解决具

有积极的、科学的意义。它消解和拒斥了我国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分离的、孤立的、封闭的单一

生命主体存在状态，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进入到一种相

互理解、沟通、对话的“共在”人文科学状态，即网络化的

生活状态。因此，生活网络化的合理定位使教育理念从

主客体关系思维转向共同主体间关系思维，也使从传统

的输入式教育转向关注全面人性的生活网络世界，找到

学生内心的需求，在更恰当的生活世界里引导及规范学

生行为，赢取学生在大学里的健康发展。

２　高职院校学生生活网络化现状调查
笔者在株洲大学职教城选取了３所高职院校，随机

发放了５００份调查问卷，在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问卷填写
的基础上，通过详尽的数据分解，多层次多角度分析目前

高职院校学生所处的生活状态，并以此为突破口去了解

当前大学生网络化生活的形成原因，找到问题的症结，提

出科学而合理的对策。

本次活动共收到有效问卷４８６份，从统计的结果来
看，第一，上网时间。７５％的同学每天平均上网时间高达
８个小时以上，其中上课时间内上网高达４个半小时，非
上课时间内上网为３个半小时，上课时间内上网比率比
非上课时间内要高，学生除了睡觉与吃饭时间，其他时间

几乎在上网。第二，上网活动内容。７４％的同学把聊天、
视频电影、游戏、音乐、发帖写心情排在前五位，８％的同
学把上网浏览新闻，查阅资料、邮件等排在前三位，仅有

０．７８％的同学把色情或寻求网恋放在第一位。第三，上
网的费用。９５％的同学采用了１０元 ＱＱ流量包月，所耗
流量达３００Ｍ左右，７８％的同学包括已有流量包的同学也
采用了电脑上网，每月大约３０元费用，大部分同学平均
上网总费用为５０元左右，从学生私人电脑的配置到高端
智能手机的配置，学生从父母那里获得的，基本上还是低

端配置。由于上网速度与游戏都需要电脑与手机具有高

性能配置，所以个别学生省吃俭购买网卡、游戏卡以及弥

补上网费用。第四，生活网络化成因方面。４２％的同学
认为上课枯燥无味，２５％的同学因为内心空虚，而１６％的
同学认为课外活动太少，７％的同学认为传统的思想政治
教育形式化严重，压抑了学生个性的发展，５％的同学认
为网络空间丰富多彩，生活、娱乐等更自由、有趣。２％的
同学认为学校管理存在问题。第五，在具体的上网与学

习方面。有９８％的同学曾经有过上课上网的经历，３６％
有过逃课上网的经历，其中１５％的同学甚至经常逃课上
网。最后，对于上网的影响与收获，认为生活越来越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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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学习越来越不如从前、身体越来越不如从前列为前

三的有６８％，没什么感觉占１３％，而收获从小到大的仅占
８％，只有７％的同学感觉费用越来越难以维持，４％的同
学提出上网可以获得他们想要的生活。

以上调查表明网络已深刻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和学习，在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便利，提供丰富多

彩的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不少同

学还经常通宵上网，导致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没办法认真

听课；逃课上网，以及在本应该学习的时间上网聊天、购

物，模糊了大学的主要任务，影响了学生正常的人际交

往；长时间的上网还容易引起视力下降、头昏等身体方面

的不良反应，这些都是网络时代给学生带来负面效应的。

３　高职院校学生生活网络化原因及对策
３．１　高职院校学生生活网络化的原因
３．１．１　自我学习意识较弱，容易受网络化环境的影响

高职院校学生普遍性的特点是：学习基础较差，没有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自制能力不强，容易沉溺网络；客

观地说有些高技、五年制的学生存在相当一部分从未有

过想学习的念头，甚至有部分学生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几

年，苦于没有文凭，难以在社会立足，才重又回到学校。

据调查，７４％的同学认为，课堂上见到大部分同学都在用
手机上网或玩游戏，自己本来不打算上网的，但是苦于枯

燥无味的数学公式及工程计算，也只好寻求上网打发上

课时间；５４％的同学认为课外本来可以找舍友一起去球
场或去图书馆看书查找资料的，但是其他同学几乎都在

手机或者电脑上网，对此类活动不感兴趣，觉得要是自己

不上网也没有其他事可做。

３．１．２　对就业形势认识不足，学业意识淡薄
就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而言，因为学

校的专业性比较强，且学校又是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唯一

的一所政府公办高职院校，是很多大型企业的人才培养

基地，大部分在校读书的同学家里父母或亲戚都有在矿

区的关系，这些有利条件足以为孩子解决工作问题。还

有一部分学生属于矿区直接输送人才到学校委托培养性

质，他们毕业后可以直接进矿区工作。这部分同学只是

在学校混个文凭，并未重视自己的学业和技能，学习上有

懈怠，精神也很萎靡，每天的生活没有计划和目标，甚至

沉溺网络，整天逃课。殊不知，如今的网络信息时代要求

的是综合性的人才，学历只是一块敲门砖，真正的人才必

须是集管理、技术、敬业于一身的。

３．１．３　学校管理体制尚未形成合力
首先，网络引导未到位。据调查，大部分同学对网络

的使用仅局限于玩游戏、看视频、听音乐，聊天等，当问到

是否使用其他功能时，相当一部分同学很是茫然。对于

网络的最新信息交换或百度一下解疑等搜索功能，有些

同学甚至不知或很少用过，而获得信息的渠道还是问老

师、问同学、问家长等方式，如成人高考的报考时间、四六

级考试、公务员考试等信息，都要老师事先提醒。

其次，网络监管体系尚未建立。网络世界常常充满

着新奇和刺激，对于自制能力还较弱的高职学生而言，更

是充满诱惑，而现实学习和生活又是那么平淡无奇，很容

易深陷其中，所以加强网络监管体系的建设迫在眉睫。

当前高职院校的学生网络化现状，基本上是靠辅导员突

击查通宵或督促学生按时断网来解决，要求学生有很强

的自觉性和纪律性，但往往收效甚微。

针对以上学生生活网络化形成的原因，学校各管理

部门应积极应对，不断扩大和丰富我们的工作手段和方

法，才能引导大学生理性利用网络更好的学习和生活。

３．２　高职院校学生生活网络化的对策
３．２．１　成立宿舍网络管理制度

每个宿舍可选取宿舍网络管理员和寝室长负责制，

并制定相关管理条例，纳入平时的操行分。宿舍网络管

理员和寝室长在规定时间督促和要求其他同学关电脑休

息，并做好相关检查和登记。学校可成立校园网络管理

委员会，并能组织学生干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对宿舍

进行不定期抽查，严肃处置违规行为，且与他们的评优、

评奖、评先挂钩。严格的制度可以约束学生上网的随意

性，逐渐培养良好的上网习惯。

３．２．２　在强化制度规范的基础上重视自律能力的培养
信息化时代对高校的管理模式不断在提出挑战，单

一的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控制模式已受到严重挑战，高

校教育管理者要主动关心违反规章制度的大学生，了解

其沉溺网络的真正原因，积极鼓励和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寝室文化评比”“寝

室问题座谈会”等宿舍文化活动，增强大学生的自律能力

和友爱互助意识，形成文明宿舍建设人人有责的共识，自

觉避免在他人休息或学习的时间进行网络游戏。

３．２．３　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氛围
为提高健康高雅的校园网络文化对于学生的感染力

和影响力，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氛围，可根据学生的专业

特点和兴趣爱好，开展电脑网络知识大赛、电脑技能大

赛、个人主页大赛、电脑美术设计大赛等，使科技活动在

信息领域得以不断深化和拓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

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通过引导学生参与网络文化

建设，使他们对网络生存方式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产生正

确认识，发挥网络文化的教育功能［３］。

综上所述，通过高职院校学生网络化生活的现状调

查，寻找其生活网络化的深层次原因，探索高职院校学生

更合理、更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和制度模式，在现实操作

中，可能会要求我们考虑更细致、更周全和更丰富的教育

手段，但不乏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尝试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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