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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网络话语日益成为人类沟通的主媒介，尤其是网络已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表达
观点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成为意识形态传播与交锋的主要场域。本文以广东某农业高校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并结合文献法等分析其对网络意识形态的认知现状、态度倾向及
行为特点。通过对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中的行为和认知进行分析，希望能够揭示当前网络意识形
态安全教育的现状与问题，探讨如何提升大学生的辨别能力和教育效果，为加强高校网络意识
形态教育、提升学生网络素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等提出针对性建议，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为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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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意识形态安全及意识形态工作，对党和国家而

言意义极为重大。高校处在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
阵地，其重要地位更是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意义：“意识形态工作是
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
立魂的工作。”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
成为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思想、参与社会活
动的重要平台。网络空间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方式，也对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塑造产生了深远影
响。作为社会中最活跃、最具创新精神的群体，大
学生在网络环境中的意识形态认识不仅关乎其个

人价值观的形成，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
社会稳定。因此，深入研究大学生对网络意识形态
的认识现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
于以上背景，本报告旨在通过对大学生网络意识形
态认识的调查，分析其认知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调查内容涵盖大学生
对网络意识形态的认知程度、信息来源、态度倾向、
网络行为等方面，力求全面反映大学生在网络环境
中的意识形态认识状况。希望通过本次调查，为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参考，助力大学生在网络时代
健康成长，成为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正确价值观的
新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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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共收集到５０６份有

效问卷。问卷内容涵盖大学生的基本信息、网络意
识形态认知、网络行为、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的看法及建议等多个维度。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统
计与分析，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大学生网络意识
形态教育的现状。

二、调研结果分析———基于问卷的数据分析
（一）大学生基本信息
性别分布：参与调研的大学生中，女生占比

６６ ２１％，男生占比３３． ７９％。性别差异可能在网络
使用习惯、对信息的敏感度及处理方式上产生不同
影响，进而关联到网络意识形态教育的接受程度。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占比１４． ０３％，
共青团员占比５７． １１％，群众占比２８． ８５％。不同政
治面貌的学生在政治素养、思想觉悟上存在差异，
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理解和关注程度也可能有所
不同。

（二）网络意识形态认知
概念知晓度：６０． ２８％的学生听说过“网络意识

形态安全”概念且有一定的认识，１８． ９７％略有耳闻
但不太清楚具体内容，１７． ５９％非常了解且能清晰阐
述其内涵，３． １６％完全没听说过（见图１）。这表明
大部分学生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有一定接触，但深
入理解的比例有待提高。

误导信息接触情况：２６． ８８％的学生经常在网络
上遇到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误导信息，６２． ８５％偶尔遇
到，仅１０． ２８％从未遇到。可见，网络意识形态误导
信息较为常见，大学生面临着复杂的网络信息环境。

图１　 概念了解图

（三）网络行为与态度
信息判断方式：面对网络上观点不同的信息，

３７． ５５％的学生选择深入分析、多方求证，２７． ４７％倾
向于相信多数人支持的观点，２４． ９％根据自己的直
觉判断，１０． ０８％不太在意、不做判断（见图２）。这

反映出部分学生具备理性判断能力，但仍有相当比
例的学生缺乏科学的信息甄别方法。

图２　 网络态度图

不良信息处理方式：遇到不良信息时，３７． ７５％
的学生选择立即举报，３４． ３９％视而不见直接略过，
２５． ３％会关注一下但不会采取行动，２． ５７％可能会
参与传播或讨论（见图３）。这说明部分学生在面对
不良信息时缺乏积极应对的意识和行动。

图３　 处理方式图

生活言论分享态度：在对生活分享言论社会影
响的考虑中，选择总是仔细考虑的受访者中，有
５１ ２７％会立即举报不良信息，而不考虑的受访者
中，仅有２６． ６７％选择举报（见图４）。这说明，考虑
言论影响的受访者更可能积极举报不良信息，反映
出责任感的提升与举报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图４　 对不良信息反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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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认知与评价
教育重要性认知：根据调查结果，５６． ５２％的受

访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而
３５． １８％的人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只有６． ７２％的人
认为是一般重要的，１． ５８％的人认为是不重要的。
这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意识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其对国家和个人思想安全具有
重要影响。

学校教育评价：对学校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
育方面的工作，认为非常好和较好的占比较低，认
为一般和较差的占比较高。反映出学校在网络意
识形态安全教育方面存在不足，有待改进。

教育问题反馈：７０． ７５％的学生认为教育方式缺
乏吸引力，７４． ７％认为学生参与度低，４１． ７％认为教
师素质不足，４４． ２７％认为相关资源匮乏（见图５）。
这说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多重问题，教育
方式缺乏吸引力和学生参与度低是主要挑战。这
些问题严重制约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效果。

图５　 教育问题反馈图

（五）网络信息获取与教育途径
信息获取渠道：在所有受访者中，社交媒体

（７４． ９％）和视频平台（７９． ８４％）是获取网络信息的
主要渠道。这表明，社交媒体和视频内容在信息传
播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可能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更
为生动和互动的信息形式。

教育知识获取途径：根据调查结果，７５． ３％的受
访者选择通过网络媒体（如新闻网站、社交媒体等）
来了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相关知识，这一比例远高
于其他选项。其次是学校举办的讲座、主题活动
（６２． ４５％）和学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５９ ０９％）。这表明，网络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占据
了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他们更倾向于通
过网络获取信息。

（六）影响教育的因素与自身困难
影响教育的因素：网络信息繁杂、教育内容和

方式缺乏吸引力、学校重视程度不够等方面因素是
影响大学生接受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要因
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削弱了教育的有效性。

自身困难：６７． ５９％的学生认为自身学习主动性
不足，缺乏动力去学习；６０． ６７％受个人价值观和思
维定式影响，对相关教育存在抵触情绪；６０． ０８％对
复杂的网络意识形态信息分析能力不足；３９． １３％没
有合适的学习渠道获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知识（见
图６）。

图６　 自身困难认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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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问题与挑战
（一）网络环境复杂，信息甄别难度大
网络空间信息海量且鱼龙混杂，虚假信息、不

良信息泛滥，大学生在缺乏足够信息甄别能力的情
况下，容易受到误导，甚至被错误意识形态侵蚀。
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使得信息“茧房”效应加
剧，大学生接触到的信息趋于同质化，进一步限制
了他们的视野和思维。此外，误导信息的传播不仅
影响了学生的思想观念，还可能导致他们对主流意
识形态的认同感下降。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和视频
平台上，误导信息往往以更加生动、直观的形式出
现，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部分学生缺乏对信息的
辨别能力，容易被误导信息所左右，进而产生错误
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倾向。

（二）学校教育存在短板
学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多以课堂讲授、讲

座等传统方式为主，形式单一，缺乏互动性和趣味
性，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
根据调查结果，针对学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
效果，５８． ６５％的受访者选择了“一般”，而选择“非
常好”的受访者仅占３６． ５８％，且仅有４． ７７％的受访
者认为学校的教育工作较差，显示出较低的负面反
馈（见图１、图３）。这表明虽然有部分受访者对学
校的工作表示认可，但整体上，学校在这一领域的
表现仍有提升空间。教育内容未能紧密结合网络
热点和学生实际需求，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无法
有效解答学生在网络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同
时，部分教师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研究不够
深入，知识储备不足，教学方法陈旧，难以满足学生
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三）学生自身存在不足
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面对复

杂的网络信息，缺乏系统的分析方法和批判性的思
维方式，难以准确辨别所接收信息的真伪和价值。
部分学生的自身价值观尚未完全成熟，容易受到网
络上涌现的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冲击，产生思想波
动和行为偏差。此外，学生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
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和动
力，将其视为一种被动接受的任务。这种认知不足
和信息判断能力的欠缺直接影响了学生对网络信
息的处理方式。

部分学生在面对复杂的网络信息时，容易受到
情绪化言论的影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现
象在社交媒体上尤为明显，学生往往容易被极端言
论或煽动性内容所吸引，而忽视了信息的真实性和
客观性。由于缺乏科学的甄别方法，学生在面对观
点不同的信息时，往往倾向于相信多数人或依赖直

觉判断，而不是通过深入分析和多方求证来形成自
己的观点。这种信息处理方式不仅影响了学生的
思想观念，还可能导致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感下降。因此，高校在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中，不仅
要加强对学生信息判断能力的培养，还要通过多样
化的教育方式和互动性强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
主动学习意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意识
形态认同感。

四、对策与建议
（一）优化网络环境，加强网络监管
在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

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更应
不断提高配套制度建设，加快对大数据、人工智能
算法技术的立法规范、执法力度和大力监督，构建
全方位立体化的法律体系，织密织牢信息安全网，
确保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加强对网络信
息的监测和筛选，及时发现和处理不良信息，阻断
错误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同时，强化网络素养教
育：在中小学和大学阶段，规划并合理开设系统的
网络素养课程，着重培养学生对网络的正确使用习
惯、信息甄别能力和网络道德规范。

（二）改进学校教育，提升教育实效
需主动创新教育形式，灵活运用案例教学、情

景模拟、小组讨论、实践活动等多元教学法，充分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同时，借助新媒体平
台，开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拓展教育的
时间与空间维度。

紧密结合网络热点事件、社会现实问题以及学
生的网络生活实际，及时更新教育内容，增强教育
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与
学生的专业学习、职业规划相结合，提高教育的实
用性。

大力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定期组织教师参与网
络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培训及学术研讨活动，全方
位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积极鼓励教师
投身教学研究与实践探索，大胆创新教学方法与手
段。着力引进具备网络信息技术、思想政治教育等
多学科背景的专业人才，持续充实师资队伍力量。

（三）增强学生主体意识，提升自我教育能力
青年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还处于不

断形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成长和发展的重要阶
段，容易受到社会多元思潮的影响，进而导致其价
值理念、思想认同受到冲击，因此，应提高主流媒体
的影响力，从工作手段、方法、理念等方面进行改
进，拓宽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场域。

通过开展主题班会、案例分享会等活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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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认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增强学生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内在动力。
其次，调查显示，尽管大部分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积
极参与讨论和分享，但面对网络上误导信息的频繁
出现，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缺乏足够的辨识能力。
这表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不仅要关注理论知
识的传授，更需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和信息分析能力，建议高校开设批判性
思维、信息分析等相关课程或比赛。要培养大学生
在良莠不齐的信息中保持客观、审慎态度，保持独
立思考并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养成自觉的自律意
识和素养。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意

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意
识形态具有双重属性，既属于政治范畴，又属于文
化范畴。从政治范畴来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指
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在网络领域中能够受到本国
人民的拥护，引领社会思潮向适应社会和时代要求
发展，有效抵御外来势力的恶意入侵，并且不受威
胁和消解的稳定状态。本次调研呈现了大学生网
络意识形态教育现状与问题。大学生对教育重要
性有较高认知，但教育面临教育方式单一、学生参
与度低、网络环境干扰、学习主动性不足等挑战。
为提升教育质量，需创新教育方式与内容、提高学
生参与度、优化网络环境、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加

强宣传推广、提升教师素养，构建家庭、学校、社会
协同育人机制，营造良好教育环境。另外，参与者
普遍反映学校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面存在
宣传不足和内容枯燥的问题。为此，建议高校采取
更为多元和生动的教学方式，结合实际案例和互动
活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同时，强化
法律意识教育，帮助学生明确网络行为的法律后
果，培养其自我保护能力。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不
同教育方式效果、网络环境动态变化影响及教育与
学生心理发展关系，为教育提供更科学有效的指
导，以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网络行
为习惯，维护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参考文献：
［１］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纲要［Ｍ］．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
［２］林辰．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挑战与因

应策略［Ｊ］．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４（１）：７３－８０．
［３］隋灵灵．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Ｊ］．学校党

建与思想教育，２０２０（２２）：２１－２３．
［４］牛玉，林海玲．提升智媒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防范能力［Ｊ］．中学政治教学参考，２０２２（２８）：１０－１３．
［５］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４３．

［６］丁存霞．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
［Ｊ］．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１）：１５８－１６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ＡＮ Ｈａｏ－ｍｉｎｇ１，ＳＨＥＮ Ｈａｏ－ｌｉｎ２，ＺＨＡＮＧ Ｊｉｅ－ｓｏｎｇ２，ＬＩ Ｚｉ－ｌｏｎｇ１，ＤＥＮＧ Ｙａｎ－ｔａｏ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Ｚｈｏｎｇ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０２５５；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Ｚｈｏｎｇ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０２５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ｒｅｎ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ｓ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ｉｓｃ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ｉ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ｉ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０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