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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载体识别与交融》

内容概要

《高校通识教育教材四部丛书:网络文化载体识别与交融》系边缘学科性质的教材，作为高校公共选修
课程，设计为5大模块，共15章。模块1网络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包括绪论；模块2网络文化孕育社会进
步，包括网络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网络文化与人文素质的关系；模块3网络文化载体与传统文化，包
括网络文化的国学载体识别与交融、网络文化文书载体识别与交融、网络文化符号载体识别与交融；
模块4在识别与交融中强化学业能力，包括网络文化载体的资源共享整合与利用、网络文化载体的识
别与专业识别、在识别与交融中强化学业能力；模块5在识别与交融中提高人文素质，包括网络文化
载体的时政识别与交融、网络文化载体的经贸识别与交融、网络文化载体的科技识别与交融、网络文
化载体的教育识别与交融、网络文化载体的法律识别与交融、网络文化载体的伦理识别与交融。

Page 2



《网络文化载体识别与交融》

书籍目录

模块1 网络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第1章 绪论
 1．1 网络文化载体的含义与特点
 1．1．1 网络文化载体的概念
 1．1．2 网络文化载体的特点
 1．2 中国网络文化的现状与发展
 1．2．1 中国网络文化发展的现状
 1．2．2 网络在文化建设中的发展战略与积极作用
 1．2．3 网络文化载体对高校教育的影响
 1．2．4 充分发挥网络文化载体工具性功能与作用
 1．3 课程的核心思路与教学设计
 1．3．1 课程核心思路与对应思路
 1．3．2 课程的对应思路
 1．3．3 课程的教学设计
 1．3．4 教材版式与布局
模块2 网络文化孕育社会进步
第2章 网络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2．1 网络文化环境概述
 2．1．1 文化环境
 2．1．2 网络文化环境
 2．1．3 构建和谐的网络文化环境
 2．2 网络文化社会系统
 2．3 网络文化与全球化
 2．3．1 全球化时代网络文化具有双重效应
 2．3．2 全球化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2．3．3 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的文化机制
 2．3．4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
第3章 网络文化与人文素质的关系
 3．1 网络文化与人文素质
 3．1．1 网络文化与人文素质的含义
 3．1．2 “人文素质的学术诸解与通识教育”
 3．2 网络文化与人际人脉关系
 3．2．1 人脉
 3．2．2 人脉关系
 3．2．3 网络文化与人际人脉关系
 3．3 网络文化与社会公共管理创新
 3．3．1 在社会公共管理的视角下网络内容的分级管理
 3．3．2 “创新社会管理跃居为网络资讯热词”
 3．3．3 网络文化管理直面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
模块3 网络文化载体与传统文化
第4章 网络文化国学载体识别与交融
 4．1 国学的界定与传统文化
 4．1．1 国学的概念与网络文化的国学载体
 4．1．2 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4．2 诸子百家与儒家思想
 4．2．1 诸子百家
 4．2．2 儒家思想

Page 3



《网络文化载体识别与交融》

 4．3 《四库全书》与十三经注疏
 4．3．1 《四库全书》
 4．3．2 十三经注疏
 4．4 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
 4．4．1 古代汉语
 4．4．2 古代文学
 4．5 国学精华学习与鉴赏(古典文献及其作品的识别与交融)
 4．5．1 古代文献的研读与鉴赏
 4．5．2 古代文学及其作品研读与鉴赏
第5章 网络文化文书载体识别与交融
 5．1 网络文化文书载体的概念
 5．2 网络文化文书载体的特性
 5．2．1 网络文化文书载体的传承性与交际性
 5．2．2 网络文化文书载体的科技性与程式性
 5．3 网络文化文书载体的分类、识别与交融
 5．3．1 “法定分类：常用公文种类 ”
 5．3．2 “学理分类：几种对应性分类”
 5．4 网络文化文书工作与公文拟办程序规范
 5．4．1 文书处理程序
 5．4．2 文书载体的自动化与文书处理程序的特性
第6章 网络文化符号载体识别与交融
 6．1 网络文化符号载体的概念
 6．1．1 符号起源
 6．1．2 符号的定义
 6．2 网络文化符号载体的特性
 6．2．1 网络文化符号载体的表象性与意旨性
 6．2．2 网络文化符号载体的边缘性与科学性
 6．3 网络文化符号载体的符号分类、识别与交融
 6．3．1 网络文化符号载体的专业类符号
 6．3．2 网络文化符号载体的工具类符号
 6．3．3 网络文化符号载体的象征类符号
 6．3．4 网络文化符号载体的实用类符号
 6．3．5 网络文化符号载体的信号类符号
模块4 在识别与交融中强化学业能力
第7章 网络文化载体的资源共享、整合与利用
 7．1开发数字科学文化产品，建设数字文明工程
 7．1．1 网络文化载体的计算机软件开发、保护与利用
 7．1．2 政府部门为文化产品、数字文明工程建设导航
 7．2 建设网络文化载体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
 7．2．1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
 7．2．2 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
 7．3 网络科普路在何方：“三网融合
 7．3．1 鼎力推进全网整合充分实现互联互通
 7．3．2 三网融合传播模式与社会效益
第8章 网络文化载体的识别与专业识别
 8．1 网络文化载体的识别
 8．1．1 科技名词定义的识别
 8．1．2 主体的识别
 8．1．3 电脑技术的识别

Page 4



《网络文化载体识别与交融》

 8．1．4 主体识别与电脑识别的异同
 8．2 网络文化载体的交融
 8．2．1 网络文化载体的信息分类与智能性组合(交融)
 8．2．2 网络文化载体的专业性与科学性组合(交融)
 8．2．3 基因组合(交融)的科学性与启迪性
 8．3 例络文化载体的专业识别
 8．3．1 网络文化载体的专业识别概念
 8．3．2 科技学术领域的识别的概念与种类
第9章 在识别与交融中强化学业能力
 9．1 在识别与交融中强化职业技能
 9．1．1 大学生就业与职业规划
 9．1．2 当代大学生专多能
 9．1．3 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客观性
 9．2 在识别与交融中强化专业知识
 9．2．1 知识的含义
 9．2．2 如何在识别与交融中强化专业知识
 9．3 在识别与交融中强化学业能力
 9．3．1 能力
 9．3．2 学业能力
 9．3．3 职业能力
 9．3．4 职业技能、专业知识、学业能力三者的区别与联系
模块5 在识别与交融中提高人文素质
第10章 网络文化载体的时政识别与交融
 10．1 网络文化载体的时政含义
 10．2 网络文化载体的时政识别的标准
 lO．3 网络文化载体识别的实用性价值
 10．3．1 政府人才遴选考试中的时政题材
 10．3．2 领导人行政管理中的时政题材
第11章 网络文化载体的经贸识别与交融
 11．1 网络文化载体的经贸的含义
 11．1．1 网络文化载体的经贸的界定
 11．1．2 相邻相近术语的异同
 11．2 网络文化载体的经贸识别的标准
 11．3 刚络文化载体的经贸识别的实Hj性价值
 11．3．1 人才遴选考试中的经贸资讯
 11．3．2 商务谈判能力培养与经贸资讯识别
第12章 网络文化载体的科技识别与交融
 12．1 网络文化载体的科技的含义
 12．2 网络文化载体的科技识别的标准
 12．3 科技与网络文化载体的关系
 12．3．1 中国科技成果的领先和存在的差距
 12．3．2 中西文化网络科教资源识别与交融
 12．4 科技的分类
 12．4．1 产业性科技
 12．4．2 军事性科技
 12．4．3 服务性科技
第13章 网络文化载体的教育识别与交融
 13．1 网络文化载体的教育的含义
 13．2 网络文化载体的教育识别的标准

Page 5



《网络文化载体识别与交融》

 13．3 网络文化载体的教育识别与科技识别的关系
 13．3．1 网络文化载体的教育识别的功能与社会意义
 13．3．2 网络文化载体的教育识别与科技识别的互动关系
 13．3．3 科学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13．3．4 教育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13．4 经济、人才、科技和教育的关系
 13．4．1 经济、人才、科技和教育“四者互动
 13．4．2 网络文化载体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13．5 各级各类教育与网络文化载体的关系
第14章 网络文化载体的法律识别与交融
 14．1 网络文化载体的法律的含义
 14．1．1 网络文化载体的法律的含义
 14．1．2 网络文化载体及其科技对法律的影响
 14．2 网络文化载体的法律识别的标准
 14．3 网络文化载体的法律与伦理的关系
第15章 网络文化载体的伦理识别与交融
 15．1 网络文化载体的伦理的含义
 15．1．1 网络文化载体的伦理的含义
 15．1．2 网络文化载体的实践方式
 15．2 网络文化载体的伦理识别的标准
 15．3 网络文化载体的伦理道德与高新科技的关系
参考文献

Page 6



《网络文化载体识别与交融》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政府首脑与网友在线交流 2011年2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 在过去6年中，中国每年的经济增
长率都超过8％。去年（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3％，使中国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经济
体。这次精心安排的网络聊天挑选的问题凸显了民众对通货膨胀和房价的担忧。温总理坦言，物价上
涨快了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被问到有关地方政府设定高经济增长率目标和这些目标可能导致环
境进一步恶化的问题时，温家宝说，在“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7％，以“提高经济
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总理在官方的新华网上进行这次为时两小时的在线交流数天后，一年一度的全
国人大会议开幕。届时，全国人大将批准“十二五”规划和其他政策。这是温家宝连续第三年在全国
人大会议开幕前夕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这种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既是政府基于网络信息条件，尊重
舆情民意的创新管理，也是政府与民众建立互信的人际人脉关系纽带。自此地方政府也有仿效这一方
式的，收到了一定效果。 可见，这种创新思维与创新管理方式也是网络文化载体条件下的主体之间的
互动。社会的主体具有多元性，除了政府和基层组织，还有诸如企事业单位，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需要有创新思维。关于创新思维，当今推崇较适用的有双元性创新原理。双元性创新是指两类相互
冲突的创新活动的组合和共存：一类是利用现有知识和资源进行的渐进式的、风险相对较小的创新活
动，此类创新活动对于企业短期的生存是重要的；另一类是探索新的知识和资源进行的突破式、风险
较大的创新活动，它对于企业长期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对于企业来说，要想成功地开展竞争，实现可
持续性竞争优势，需要同时具备上述两方面的创新。 学术界一般将双元性创新分为五个视角进行考察
，这也构成其的五个主要类别，而社会网络和战略联盟视角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类别。 社会网络和战略
联盟视角是企业间关系日益紧密、组织间网络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视角将企业置于一定的社会网
络之中，强调企业所在社会网络的整体双元性，尤其是与企业关系最为密切的供应链双元性。从社会
网络视角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完全由其自身的双元性所决定，单个企业的双元性对于企业的生
存和发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要想了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前景，还必须考察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形成
的社会网络，尤其是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的互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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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校通识教育教材四部丛书:网络文化载体识别与交融》系新型的、具有边缘学科性质的教学用书。
作为高校公共选修课的教科书，它不仅适用于全日制本科各专业通用，而且适用于各级各类培训机构
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教学参考书，还可以作为社会自学或者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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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為新世代的文化提供了思考方向，讓讀者有所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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