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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态度，上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知识和科技信息进行

学习，也可以进行社交、购物等行为，但不能过度依赖

上网而消磨了学习的激情和斗志。比如将大部分时间花

在玩游戏、看电影等娱乐上，而忽略了学习。研究 [7-8]

发现，过度依赖上网容易让人形成一种玩世不恭的社会

心理。大学生应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和人生观，理性看待

网络中的各种信息及资源，正确评价和看待一些社会问

题。大学生要合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有意义的学习交

流活动，比如可以利用空余时间学一些编程设计，练习

制作一些网页。

大学生必须有一定的学习目标及就业目标，如果大

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可能毕业都困难，那又怎么能找

到一个好工作呢？多数大学生在进行数字阅读的时候没

有阅读目标，而现在的自媒体用趣味性吸引学生眼球，

学生在进行数字阅读时容易受自媒体信息的干扰，因此

学校要倡议大学生利用互联网学习时，需加强自控能力

建设，自觉对上网的时间和内容进行约束，提高网络的

使用能力。 [9]多数大学生仅仅把互联网作为获得讯息的

途径，共享意识还比较薄弱，局限了网络正面作用的施

展。[10]大学生们应改正自我心态，勤奋学习网上沟通技

巧，经过交流合作，从而展开思想火花的冲击，建立并维

持融洽的网络交互关系，增大学习的主动性。通过网络互

动，增强认同感、归属感，进而提高网络学习的参与感。

（二）引导大学生明确媒介素养基本要求

为了适应新媒体的变革，提高数字阅读能力，应引

导“00后”大学生主动知晓媒介素养的基本要求。

一 是 媒 介 使 用 素 养 。 大 学 生 学 习 新 东 西 的 能 力 较

强，应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比如怎样才能检索出高质

量的学术论文？如何制作PPT？如何查看教学资源等。与

学习密切相关的新媒体技术应该是每一位大学生的必修

课。“00后”大学生必须管理好新媒体使用的时长，杜

绝网络成瘾。

二是信息消费素养。大学生需要在网络信息海洋中

筛选有效的信息，要学会对网络各种信息分析与判断，

特别是目前知识付费背景下，如何选择知识付费产品？

需要大学生深思熟虑，不要看流量和广告去消费，要结

合自己实际需求，去做出正确的知识付费消费行为。

三 是 信 息 生 产 素 养 。 在 自 媒 体 流 行 的 当 下 ， 人 人

都能在网上发声。大学生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代表，

大学生应该积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发布网络信息

时，一定要把握好主流意识形态，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四是社会交往素养。大学生的社会交往素养体现在

对交往对象的选择，在社交平台中学会尊重他人，除了

学会从言语表达上要恰当、把握好分寸外，还要注意维

护好他人的隐私。比如：贴近大学生社交的平台有班级

的QQ群、微信群，这些信息群里有他人的一些观点，他

人的个人信息，因此大学生理应要具备新媒体中的社会

交往能力。

五是社会协作素养。团体协作能力在大学生科研活动

中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完成在完成创新创业活动中，仅

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需要学会制作视频、制作

PPT，学会写企划案等等，在这活动中，均需要用上新媒

体，需要在团体中不断分工，不断协作才能完成。

六是社会参与素养。大学生是公民中重要的一个群

体，除了利用好新媒体提高学业外，还需要自觉维护开

放型的网络。前不久，一位四川大学生由于在网络上发

表不正当言论，还给他人带来了伤害。因此大学生需要

理性发声，尊重他人的表达权。

（三）加强网络舆论监管及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

大学生沉迷网络，危害巨大，有些学生甚至缺乏法

律意识，陷入网络诈骗的沼泽中不能自拔。政府相关部

门要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同时自媒体发布信息要有正确

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

高校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教育。学校

把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加入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或者开设

专门的课程进行网络媒介素养的培训，积极培养大学生

的媒介素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媒介素养观，进行

自我约束和培养，这需要高校班主任及辅导员加以引导

和培养。[11]如在大学生主题班会课中，开设大学生媒介

素养相关内容的介绍，特别举一些大学生网络成瘾案例

让学生清醒地认识网络成瘾的危害性；挖掘班级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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