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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普及率高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
、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网络媒介素

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网络信息纷繁复杂
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大学生需要具备
辨别真伪、筛选有用信息的能力。

培养合格人才
加强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有助
于培养具备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
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合格人才。

背景与意义



增强大学生网络道德意识

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自觉遵守网络

道德规范，抵制网络不良行为。

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通过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促进大学生在知识、

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为未来职业

生涯和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提高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

通过教育引导，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网络知

识、技能和思维方式，提高网络媒介素养水

平。

目的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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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容与形式

教育内容单一

当前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主要集

中在网络道德、网络安全等方面，缺

乏对网络媒介的深度分析和批判性思

维培养。

教育形式陈旧

多数高校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

缺乏实践性和互动性，难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虽然大部分高校都开设了网络媒介素养相关课程，但普及程度仍然较低，许多学生缺乏必要的网络媒介素养。

教育普及不足

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高校在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普及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地区差异明显

教育普及程度



师资力量薄弱

目前从事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数

量不足，且部分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和

跨学科背景。

网络环境复杂多变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络环境

的日益复杂，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

育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多。
缺乏有效评估机制

当前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缺乏有

效的评估机制，难以衡量教育效果和

学生实际水平。

教育理念滞后

部分高校对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程

度不够，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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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获取方式变革

网络媒介改变了大学生的信息获取方

式，使其更加便捷、快速。大学生可

以通过搜索引擎、社交媒体、新闻网

站等多种渠道获取所需信息。

然而，网络信息的泛滥也带来了信息

过载的问题。大学生需要具备筛选、

鉴别信息的能力，以应对虚假信息、

误导性信息的干扰。



网络媒介的开放性使得各种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得以传播，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消极思想等也会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冲击，导致其价值观混乱、迷失。

价值观塑造与冲击



VS

网络媒介的匿名性、虚拟性等特点使

得部分大学生沉迷于网络世界，产生

网络成瘾、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

此外，网络暴力、网络欺凌等现象也

会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导致其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

心理健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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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案例：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新媒体素养”项目。该项目通过工作坊、讲座、实践等多种形式，提
升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和创新能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网络媒介素养课程。该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提高其对网络信息的辨识和评估能力。

国内外典型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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