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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网络时代?》

内容概要

《如何应对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下的青少年主体性建构研究》主要内容：网络文化以其数字化与开放
性等基本特征，在物质、制度与精神多个层面冲击着传统学习，促进了人类教育从人本转向文本、精
英转向大众、阶段转向终身和共性转向个性的系统变革。这种变革迅速蔓延，很快就影响到社会的方
方面面，也使得国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
国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为传播信息、学习知识、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
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
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以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必须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加强建设和管理，是因为任何一种技术
都是双刃剑，网络也不例外。互联网的发展，将人类带人了“平坦世界”，在给人们带来便利、提高
效率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网络犯罪、网络色情、网络恐怖等负面现象。尽管我国有关部门近年来逐
渐加强了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制订了网络发展规划，采取了一系列管理规范措施，但和迅速发展的
网络文化相比，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还急需改进和加
强，特别是对于网络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对象“人”的教育还相当缺失。其中，在青少年的自觉能动性
、独立自主性、目的自控性等主体性不成熟的情况下，面对网络环境的诱惑，在各方教育力量失洽、
现实社会规则失效时，就出现了诸如信息汪洋中的数码焦虑、知识河流中的智能荒芜、观念多元中的
价值迷失、角色扮演中的人格异化和人机交往中的社会化障碍等主体性迷失所带来的认识迷茫、行为
失范现象。
因此，在网络文化下，切实引导和塑造青少年主体性就成为当前网络文化管理与建设中的一项非常重
要的研究课题。从理论上讲。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更深入地把握网络文化的特质和青
少年主体性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有关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从实践上讲，这一研究有助于我
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今青少年中纷繁复杂的网络文化现象，更为合理地解释当今青少年的一些异化表
现，从而引导青少年正确地应对网络文化的影响，合理地发展自己的主体性，成为未来社会健康合格
的主体。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每一位青少年都有足够坚定的意志，足够科学的理智，足够正确的是非观念，足
够缜密的分析能力的时候，网络的负面影响也就不再会使我们谈之色变，网络文化的发展将会是一条
坦途，这种特殊的文化，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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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网络文化中基本概念的理性界定　　在教育领域中，网络技术一直被看做仅仅是用来装点
学校门面的一种“现代化标识”，或者说把网络教育看做是一种“电化教育”、“远程教育”的形式
，是传统教育的“辅助教学手段”。同时还将这种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看做是教育工作的隐患，担心
青少年在狂热追求五彩缤纷的网络世界的过程中造成对身心的损害，对此表现出一种莫名的“高度焦
虑和恐慌”。尽管这种担心看起来似乎有点夸大事实，但在现实生活中教育的确正在经受网络技术的
考验，传统的教育理念也在经历着网络教育形式的冲击。当一切都能通过智能工具，转化成为一种全
新的、非物质的、数字化的编码系列的形态，继而存储、传输、复制、再现，甚至发明和改造，而且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时间上即时进行，在空间上全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各
种相关研究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继而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　　如今，网络技术背后
所产生的网络文化也日渐被人们认识和关注。网络文化中有关学生学习主体性的问题日益成为教育工
作者重点探讨的话题，在我们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之前，搞清楚相关概念是非常必要的，界定和明晰
这些基本概念显然是全部研究的重要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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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帮朋友买的，感觉似乎还行~
2、指导学生工作开展 抓住和谐网络文化热点
3、既有理论借鉴价值，又有实践指导意义。
4、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网络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是网络
文化的主体。本书既有理论借鉴价值，又有实践指导意义，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书，读完受
益匪浅。对开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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