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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好的同学，讲解如何正确利用好网络，以做示范。

高校辅导员及班主任还要经常与班委干部、寝室长

交流，及时发现班级中的学习风险，如果有网络成瘾的

学生要及时引导，并请高校心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及时干

预，尽可能早发现、早干预，减少网络成瘾对学生自己

身及对班级的影响。

高校图书馆及学生管理部门要为大学生提供更多、

更好、更美的数字阅读空间，[12]促进大学生培养更好的

数字阅读习惯，形成团队互助力量，帮助控制力差的学

生共同进步。

（四）整合高校教育的数字资源

本研究访谈发现，大学生借助互联网学习常面临一

些问题：高质量教学资源少，需要耗费时间进行分辨；

网络学习资源太分散，统一性不高；有针对性、趣味性

的网络学习资源不足。因此当下教育出版机构需整合各

种网络学习资源，分类建立学科性强、专业化的数字阅

读平台，改善数字学习资源少、专业性不够、内容分散

的现状。[12-13]因此，教育出版单位应积极构建专业内容齐

全、内容丰硕的资源库非常迫切，使大学生数字阅读更

快捷，更方便各学科的知识点搜索、筛选和互动。[8]

此 外 ， 高 校 数 字 教 育 平 台 还 应 多 建 立 学 习 社 区 互

动，一方面增加学生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在教育平台

中加入师生交流，以便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激励大学

生学习的能动性，促进大学生正确进行数字阅读。

另外，学校可以在校园媒体中搭建网络媒介素养教

育平台。高校图书馆是大学生课外学习的重要场所，图

书馆可以针对性对本校各专业的学生进行划分，搭建相

应的数字学习平台，教育及传媒机构要整合资源，加大

学校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形成大学生良好的网络

媒介使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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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蓬勃发

展，大学生的学习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网络犹

如一把双刃剑，可以给人们带来许多便利与享受，同时

也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媒介环境中常常存在泛娱乐化、

道德失范和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媒介环境急需全民化

的深度变革，大学生网民规模扩大，沉浸传播语境下的

智媒内容已经形成，大学生需要不断提高信息辨析能力、

智媒技术运用能力和媒介信息传播能力。数字阅读能力严

重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学校应积极培养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媒介素养观，加强网络舆论监管及媒介素养教育，

整合数字教育资源，以满足大学生数字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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