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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其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对手机阅读有强烈的心理

需求，如果减少或停止上网会出现烦躁、易怒等不良情

绪，这种情况持续时间较长，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学习、

生活和健康。

大学生对数字产品过度依赖，使得他们在学习和生

活都离不开手机，不管是查阅资料进行学习，数字化阅

读均占据了太多时间，导致数字阅读能力不足。

一 是 新 媒 体 使 用 时 间 长 。 在 使 用 网 络 时 会 忘 记 时

间，忽略其他的事情导致上网后眼睛疲乏，无心做其他

事情。二是出现戒断反应。数字阅读时思维活跃、情绪

激动；当无法进行数字阅读时则出现情绪不稳定，表现

为易怒、紧张或心情极度低落。

三是耐受性增加。不断追求更长的数字阅读时间和

更好的数字阅读设备。

四是产生负性后果。数字信息筛选能力差，容易看

到自媒体的一些不良信息，导致成绩下降，淡化人际关

系、社会退缩等等，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

（三）影响因素

课题组在纳入对象中随机选取10名大学生进行深入

访谈，发现大学生没有明确目标，未进行职业规划，毫

无目的地进行数字阅读。大学生的自控力弱，不善于交

朋友，使其深陷在虚拟的数字世界中无法自拔。大学生

的学习模式从传统阅读向数字化阅读的转变过程中，课

题组通过在知网数据库中查询并进一步梳理数字阅读能

力的相关文献，其相关因素大致可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

因素。

1、外部因素

随 着 科 技 网 络 发 展 ， 各 式 各 样 的 网 络 游 戏 层 出 不

穷，这极大丰富了大学生的课外生活，满足大学生的娱

乐需要，同时数字游戏的沉浸式体验，进一步刺激了大

学生沉迷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此外，家庭和学校环境

也 是 导 致 大 学 生 网 络 成 瘾 的 重 要 影 响 因 素 ， 例 如 “ 0 0

后”大学生从高中的填鸭式教学到大学生活的自主学习

转变还不能适应，大多数大学生的自控能力薄弱，自律

性较差。在远离父母，缺乏父母的陪伴下自主学习时，

容易受网络游戏的趣味性、娱乐性干扰；学校繁重复杂

的学习任务，很多学科由于上课学时有限，授课老师不

可能像中学老师面面俱到，而考点知识面多，这就需要

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容易选择游戏

麻痹自己，学习考试不及格又将面临即将迈入社会的紧

张无助，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网络成瘾，恶性循环。

2、内部因素

高校的班级活动较少，一个班级的学生上完课就回

寝室，相互交流的机会比较少，“00后”大学生的人际

交往圈比较窄。为了找到更多的知心朋友，就不断在虚

拟的世界中寻求心灵的安慰。部分大学生自身的心理素

质较低，特别是长期焦虑、抑郁、缺乏自信的大学生，

内心往往会充满孤独感和挫败感，不能正面面对学习和

生活中的困难，常常选择逃避，因此他们急需在网络的

虚拟世界中找到自我及成就感。由此可见，大学生从高

考大军脱离出来，在大学校园里需要自主学习，但学生

主动学习能力薄弱，加上新媒体技术的革新，为贪图享

乐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些便捷，故在各种各样的因素推动

下，大学生数字阅读能力不足愈发普遍。

大学生媒介素养提升策略

数 字 阅 读 带 给 大 学 生 便 捷 、 快 乐 、 奇 幻 的 同 时 ，

也容易让大学生沉迷在虚拟网络空间中，获取一些不良

的数字信息，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和身心健康。判断大

学生是否有正确的数字阅历能力，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

重点关注。高校及相关部门应重视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

育，积极进行预防，不断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

（一）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媒介素养观

随着社会的进步，严峻的就业形势，对“00后”大

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熟悉网络的基本操作

已成为他们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目前在高校的作业、

调研报告、各种通知等的处理离不开手机和电脑，电脑

和手机已成为大学生的标配。作为教育工作者，当然不能

因为大学生容易网络成瘾，而禁止学生使用这些网络及电

子设备。

媒 介 素 养 主 要 是 指 人 们 面 对 各 种 媒 介 信 息 所 展 现

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

力等，从概念中不难看出，媒介素养并不是指某一方面

能力。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大学生媒介素养观，要端正

高校学生用电子设备看书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