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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着眼于网络社会发展至今所形成的基本特征，

从技术理性和教育逻辑的复合视角出发，分析了网络社会基

本特征与人类个体特征之间的基本矛盾，结合实践工作经验，

提出关于如何在网络社会背景下立足青年教育成长基本规

律、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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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的发展给青年的教育成长带来了诸多机遇，提

供了更加多元的文化环境、更加便捷的学习手段和更趋广阔

的知识边界；与此同时，青年成长也面临深层挑战，多元文

化环境与核心价值观念、便捷学习手段与深度探索精神、广

阔知识边界与信息准确辨别之间的界限十分微妙，造就了网

络社会与个体特征的基本矛盾，成为青年教育成长的基本背

景和基础环境。 

一、网络社会的发展速度及形态 

自 1994 年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以来，中国互联网在发

展速度、发展形态等方面经历了巨大变迁，呈现出相当的不

可预见性。 

1. 发展速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

1994 年，中国全面连入互联网；1995 年 7 月，中国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第一条连接美国的 128K 国际专线开通，当时的



速率仅为 64Kbp/s；根据 2019 年发布的《第 44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域名总数

达到 4800 万个，网站数量 518 万个，中国固定宽带网络平

均可用下载速率达 31.34Mbit/s；中国 IPv6 规模部署也不断

加速，当前地址数量为 50286 块/32；2019 年，5G 在中国开

始商用，带来了移动互联网发展速度的新变革。此外，中国

网民规模也迅速扩张。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8.5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61.2%，此外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占 99.1%，从无到有，中国

当前已经拥有了规模最大的网民群体。 

中国网民对互联网的卷入程度也不断加深。2019 年上半

年，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7.9 小时，其中即时通信

类 app 时间占比最高，为 14.5%，其次为网络视频（13.4%）、

短视频（11.5%）等。互联网也渗透进入居民生活、学习、工

作和娱乐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8.2 亿）、网络新闻（6.8

亿）、购物（6.3 亿）、支付（6.3 亿）、音乐（6 亿）、旅游

预订（4.1 亿）、外卖（4.2 亿）、出行（6.7 亿）、教育（2.3

亿）等的用户规模均以亿计。而在移动互联网消费领域，当

前中国用户月均使用移动流量达 7.2GB，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1.2 倍，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 553.9 亿 GB，可见中国

网民对移动互联网的使用程度深、频率高。 

2. 发展形态。目前互联网及其应用的发展形态正经历从

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的转变。互联网的上半场是消费互



联网时代，关注社交、信息、购物、支付、出行等等，1994

年中国加入互联网以来 20 余年，从 1.0PC 互联网到 2.0 移动

互联网，网民规模、普及率和网络应用发展迅速，各类面向

消费者的互联网服务发展繁荣；而互联网的下半场将属于产

业互联网。互联网正在经历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的转

变。从通过连接为用户提供资讯、搜索、电商、购物、社交

等服务，逐渐转变到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随着基础设施建

设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与现实应用的深度交织，互联网的功

能从面向普通用户开始扩展，由消费环节上溯到生产环节，

互联网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1965 年，英特尔创始人摩尔提出著名的“摩尔定律”，

揭示了信息技术的进步速度，而随着量子计算机对摩尔定律

的挑战，互联网的发展有了更加多样的可能性，发展前景也

更加不可预见。根据对互联网发展历程的观察，互联网的发

展速度、发展形态、发展方向和对个体的影响都具有不可预

见性，我们在对互联网发展的成就欢欣鼓舞的同时，也要对

其保持足够的警惕。 

二、当代青年对网络社会的深度卷入与高度依赖 

中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接入互联网，中国互联网快速发

展的历程与当代青年的成长过程高度契合，在伴随互联网成

长的过程中，青年对其形成高度依赖，互联网成为当代青年

最为重要的成长环境，“网络原住民”成为当代青年最为基

本的身份特质。 



1. 青年高度依赖互联网。根据《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20-29 岁网民群体

占网民总数的 24.6%（高校学生多处于这一年龄区间），青

年依然是网民群体的中坚力量；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7.9 小时，整体呈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首届“互

联网+”青少年发展大会发布的报告，2017 年“90 后”平均

每日接触网络的时长约为 4 小时，高于当年人均上网时长（当

年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为 26.5 小时），而根据腾讯发布的

《2019 腾讯 00 后研究报告》，“00 后”每天会花费两个小

时以上的时间上网，网络接触时间的低龄化和重度化趋势明

显。 

而在具体应用方面，消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深度浸透，

在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逐渐进入人们生活的各

个方面，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人们对于互联网的依赖性。

当前从日常饮食、学习发展、休闲娱乐，再到社会交往、消

费购物、旅游出行，个人生活已然离不开互联网，互联网成

为人们的基本工具甚至身体的功能外延。 

2. 互联网深度改变青年。青年对互联网的深度参与和高

度依赖，使得青年的生活学习、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受到了

互联网的深刻影响。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互联网深刻改变了

青年的生活、学习、工作和交往方式，甚至改变了青年的世

界观和生存方式。 

当前，互联网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社会需求在多元化和高级化中

呈现阶层化和群体化特点：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

模仿式、排浪式的大众化消费时代基本结束，人们开始追求

个性化、差异化、小众化、品牌化消费[1]，在此背景下，各类

青年亚文化和圈层文化兴起，宅文化、潮文化、粉丝文化、

二次元文化等，成为青年自觉遵循和自我归类的生活方式，

甚至成为凝聚青年群体的重要价值因素。 

三、网络社会发展与人类个体特征的基本矛盾 

网络社会发展带来的技术与内容变革，改变了人成长生

活的基本环境，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技术与人性、社会与

个体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 

1. 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信息生产的无限性。随着科技革

命的发展，人类知识不断丰富，据詹姆斯・马丁的测算，人

类知识在 19 世纪是每 50 年增加一倍，20 世纪初则为每 10

年增加一倍，70 年代是每 5 年增加一倍，近年来增长速度已

达到三年翻一番，而到 2020 年甚至要达到每 73 天翻一番的

速度。与此同时，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带来了信息生产和传

播工具的不断丰富，尤其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这个

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信息的存量、生产和传播都趋向无

限。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无限性由此可见一斑，互联网时代带

来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和流行性传播。 

然而，每个个体的时间生命是有限的，能够接触和吸收

的信息自然也是有限的，无论是信息生产的绝对数量，还是



信息不断细分的领域类别，信息生产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人

所能吸收和理解的速度。人的精力和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

而资本的逐利特征，使得其自觉以信息消费为手段，抢占人

们有限的精力和注意力资源，用各种营销手段从中获利。个

体或主动、或被动地沉浸于大量包含着娱乐化和消费化内核

的信息，理性思考的空间不断被挤压，与互联网保持独立的

可能性不断降低，人的创造力和主体性在此过程中也就被不

断磨损、消耗。 

2. 能量摄入过剩的副作用与信息消费超负荷的消极特

征。时代发展带来了资源的极大丰富，不仅是物质资源的极

大满足，还包括信息资源的海量涌入，过犹不及，资源的极

大丰富同样带来了人类生活的新的矛盾。 

从物质层面来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工具经历了

巨大革新，生产力有了飞速发展，带来了当前物质资源的极

大丰富，人们对于物质资源的基本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但身

体的消化吸收能力是有限的，生产力越发展，两者的矛盾就

越凸显，就越出现能量摄入过剩的副作用。根据知名医学杂

志《柳叶刀》在 2016 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中国的肥胖人口已

接近 9000 万，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 

从精神层面来看，信息生产不断加速，个人接收信息的

渠道不断扩展，海量信息随之涌入。但大脑作为遵循自然规

律的生理器官，吸收能力却不可能随之迅速迭代，因此每个

个体都面临着信息过载的困境，信息涌入速度不断加快，信



息消化速度却进展缓慢，人们忙于接收新信息，无暇消化理

解，最终导致注意力和深度思考缺失。与此同时，“知道得

多”与“创造得多”并不相关，信息占有量和能力的发挥也

并不相关，大量碎片化信息的接触，反倒破坏了人本身的知

识体系，占有大量无逻辑联系的信息，削弱了人的创造性。

在此过程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脑吸收能力有限，

人们往往倾向于接收自己容易理解、喜欢接触的信息，而资

本又出于盈利目的，以满足消费者心理为导向设计信息筛选

和推送机制，往往造成信息茧房的困境，个体难以吸收多样

化的信息，只能接触到、吸收到同一领域、同一观点的信息，

反复强化已有认知，缺乏向外扩展和发展的动力与空间，从

而也就不利于开放包容心态的形成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四、关于未来的几点形而上思考和建议 

网络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与人类个体特征的基本矛盾，

需要我们从人和世界和谐共存的形而上高度，思考和寻找符

合青年教育成长基本规律、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

新思路和新方法。 

1. 辩证理解技术进步与人类生活的联系。一方面，信息

的摄入量和占用量与质量无必然联系。网络时代的信息呈几

何倍数的增长，广义而言，信息的真假、对错、善恶都难以

辨别；具体而言，每个人所吸收的信息是否符合个体需求，

除却实用信息的内核外是否掺杂大量无用的信息，也是一个

难以精准把握的问题。另一方面，学生成长和成果创造与信



息获得的多少无必然联系。有用信息的获取是创造性成果的

必要条件，却远不是充分条件，学生作为人所具备的主体性

和创造性，是创新创造更加重要和必要的条件，将真实、正

确、有逻辑的信息，通过人的创造性思维进行加工，进而创

造出创新性成果。但网络社会带来的过多无用信息的冲击，

反而会使学生的主体性特征遭到侵蚀，损害学生正常成长和

创新创造环境。 

2. 严肃思考消费社会与思想教育的边界。学习本质上是

“痛苦”的，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接触和获取信息的过程，

更重要的还是理解、辨析和转化信息，最终形成自己想法和

成果的过程；学习本质上也是“严肃”的，需要学习主体准

确辨别所学知识是否正确、是否真实、是否有用。在此过程

中，对于知识完整、准确的把握，是学习的重要前提，对于

知识深入、正确的理解，是学习的必要途径，对于自身主体

性和创造性的充分认识和运用，则是学习的最终目的。而在

消费信息时代，资本变现和市场逻辑成为多数信息生产和传

播的主要驱动力，人们娱乐化的倾向成为多数信息生产和传

播的主要导向，借助自媒体渠道，大量碎片化、粗浅化的信

息随着短文、图片、短视频不断涌入，将“学习”过程停留

在摄入信息的阶段（所摄入的信息往往还是无用信息），给

人带来“快乐”却无用的“教育”，学生并未从中得到具有

完整体系的知识，也未获得深入思考这一知识体系的机会，

自然也就没有在知识和逻辑上立得住脚的创新。 



因此，合理的教育方式与教育的本质要兼顾。我们必须

要处理好提高知识吸引力、增强学生学习动力，与尊重知识

本身的完整性、真实性的关系；处理好教育形式多元化，与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关系；处理好尊重青

年亚文化多样性，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3. 重新估量“度”的哲学在青年成长中的底线性意义。

中国互联网发展 20 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从呼吁拥抱互联网，

到青少年全面融入、深度依赖互联网的过程。我们要正确把

握网络社会中青年教育成长的独特性，还需要准确把握“度”

的哲学，将“度”的哲学贯彻到大中小学教育的全过程。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过度和不

及乃是恶行的特征，适度则是美德的特征”，无论是中国古

代儒家的智慧，还是古希腊的哲学，都将“适度”作为个人美

德和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2014

年北京大学率先提出了以“融入・节制・创造”为核心的青年

网络文明观，力图为青年与网络的融合寻求一个合适的“度”，

在“融入”的基础上尤其强调“节制”原则，希望青年能把握

使用网络的限度，妥善协调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

以形成正确的网络观念，减轻信息爆炸、欲望膨胀和资本逐

利的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地实现“创造”的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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