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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息时代人的思想观念变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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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信息时代的到来，给人的世界观、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安全观、人际观及科研观等产生了巨
大影响，必然会给人的思想观念带来的深刻变化，把握大信息时代的内涵，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大信
息时代对教育变革的需求，以积极探索其科学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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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息时代需要从世界中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创
新信息的时代，除了要与时俱进，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
外，需要把握大信息时代的具体内涵，更需要认真思考
它到底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哪些变化? 理清这些问
题，将大信息时代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大背景加以理解，
才能有意识地推动人的思想观念朝着正确健康的时代
进程发展，重塑人的灵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急剧变化中的“时代”概念

时代的概念在较短的时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仅
从由科学技术引发社会变化的维度看，自从工业革命
后，出现了后工业时代、后现代化时代、信息时代、知识
经济时代、网络时代及大数据时代。为什么“时代”概
念会发生如此之快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科技进步所带
来的社会生产方式、人的生活方式，以及认识世界和改
变世界的工具发生了巨大改变，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用
新的概念去对其进行定义，以便更好地认识和解释世
界。这些不同的时代概念，一方面积极引导人们深化
了对社会变化和特点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它在表述上
并不一定准确揭示了时代的本质。从网络出现以来，
就出现了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和大信息时代等概念。
“网络时代”概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网络的技术及其
设施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
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
行为取向。但是，网络只是连接与交流的工具而已，用

以给时代冠名，似乎并不贴切。其实，网络是血管，数
据是血液，在网络中流淌的是数据。随着网络的普及
与发展，数据正在迅速膨胀并变大。但是，数据只是对
原始客观事实的记载，只是作为信息的一种载体，它具
有数据量巨大、数据类型复杂、数据隐含的无用信息与
有用信息混杂等特点。数据是枯燥的、海量的、没有经
过“提纯”和分析的数据对人们的意义会大打折扣。
数据是形，信息是魂。只有将“大数据”转化为“大信
息”，才能让人们获取对世界的深刻认识。

如何界定大信息时代? 根据 James Murray的观点
( IT Week，17 Jan 2007 ) ，1995 － 2005 年为小信息时
代，2006 年以后，信息产业进入大信息时代［1］。中国
工程院邬贺铨副院长指出，电信运营商要转变观念，调
整定位，自觉实现由传统网络提供商向大信息服务商
的转变。只有尽快完成角色的转变，树立大信息服务
商的观念，才能开发出丰富多彩的业务，才能满足各行
各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大信息时代”是以网络
为平台，以大数据为载体和表现形式，用巨大规模的信
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
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同时更为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
思想观念、价值选择和精神追求，在社会发展中起主要
和关键性作用的时代。与“大数据时代”的不同处在
于它不只是强调数据的展现，而是强调通过对数据整
理、加工和分析，从而揭示其背后的实质信息内容。随
着网络的工具从固定终端变成了固定与移动终端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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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国数亿计手机用户获取信息更加便利，人们对信
息的依赖度更高，信息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度更大。我
们在公共场所 ( 高铁、汽车、教室、会场等) 和家庭客
厅，看到的是大多数人都是“低头族”、“拇指族”，近几
年出现的这一社会现象，可以看到人们对通过网络获
取或者发布信息的依赖与热衷。网络成为信息流动的
主渠道之一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大信息带来的信息风暴使人类社会发生巨大的改
变。一是社会生活信息化。信息对人的生活影响形象
地说“客户端是小区大门”、“微博是公告栏”、“微信是
塞进门缝的广告单”。整个社会生活体系，通过建立
各种信息网络设施并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各种信息
内容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使人们足不出户，便可
以“知天下事”。二是国家经济信息化。金融、贸易、
投资、计划、通关、营销等国家经济发展的领域，通过网
络信息技术组成一个信息大系统，使生产、流通、分配、
消费等经济生产环节通过信息联成有机整体，从而推
动国家经济的信息化发展。三是社会治理信息化。有
了各种媒介的发布平台，政府和社会组织治理社会的
决策、执行过程更加透明，便于人民监督，也便于服务
人民;民间基层的意见反馈也更为顺畅和迅速，“信息
栓”的梗阻作用明显下降。四是产业产品信息化。第
一、第二、第三产业，通过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建立各
种类型的数据库，从而实现产业内的信息化，那么相关
产品所含各类信息比重也日益增大。五是人际交往信
息化。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
感情和思想交流与沟通更加便易化、自由化、直接化，
消除了传统交往方式时间和距离的限制。六是科学研
究信息化。大量的科研资料文献被储存于数据库中，
通过对数据信息的提取与加工以及信息资源的交流与
共享，加速了科技创新的周期，从而改变人们从事科研
活动的渠道、方法及手段。

二、大信息时代人的思想观念变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大信息时代对社会产生
的巨大影响，必然引发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

( 一) 世界观的变化
大信息时代，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世界是什么”

的看法，甚至会对“世界是物质的”这一世界本源性问
题的质疑。世界观来源于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它是
人们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看
法和根本观点［3］。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物质统
一性的原理还是很深入人心并有广泛认同度的，即世

界是统一的，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一原
理说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物质
的表现形态或物质的属性和存在形式。但如今事置身
于大信息时代的浪潮，面对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生
活等全方位的信息化发展态势，人们不禁要问除了认
识世界所表现出的物质形态外，又该如何认识它的信
息形态? 以信息为主要构成的虚拟世界与以物质为主
要构成的实在世界之间是什么关系? 信息哲学界有的
学者提出了“新的物质与信息双重存在的世界观”［4］。

( 二) 政治观的变化
网络文化的信息结构具有无中心、碎片化的特点，

它使人们的民主政治观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最为明
显的变化是因为网络舆论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以至于有人就认为网络带来
的信息通畅会加速政治民主化进程。所以一般的观点
认为，在高度离散化的网络信息文化世界中，每个人既
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正如当
下流行的观点“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是麦克
风”。借助网络这个大平台，人们摆脱了现实社会的
某些束缚，通过微博、微信、网上论坛等发表大量的信
息，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网络公平地给每个人超
出预期的自由空间。网络信息的话语权平民化、大众
化、扁平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的民主政治民
主观念的形成与培养，民主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民主
决策的制定，民主制度的实施，从而促进公民民主权利
的最大程度的实现。但是，在国内，除了官方“网军”
占有一定的阵地外，非官方主要活跃着一批以传播观
点、赢得民意为目的“意见领袖”“网络大 V”以及主要
以获利为目的的“网络水军”，而大多数网民还是潜
水、围观，偶而点赞或评论。这种少数人占有发言资
源、民主意愿没有激发、民主参与能力不高的格局并没
有改变。所以，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政治民主提供了可
能性，推进政治民主也将是发展趋势，但是人们的政治
观的变化并不是显著的。

( 三) 经济观的变化
大信息时代的全面发展，对人的经济观带来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人的财富观念的变化。“信息是重要的
资源和财富”，这已成了当今迅速深入人心的观念。
随着 Google、百度、腾讯、支付宝、余额宝等网络公司的
迅速崛起，信息成了新的致富神话。山西煤老板、王石
等房地产商、拥有数百万一线工人的富士康公司等，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得的财富，却被一些网络信息商
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迅速超越。人们现在才如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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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明白网络信息中蕴含的商业价值几乎不可估量，信
息成了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经济资产和资源。因此，
人们表现出对信息致富神话的强烈羡慕，但同时又对
自己如何利用大信息时代的优势、抓住其机遇创造更
多的财富感到茫然与无策。

( 四) 文化观的变化
大信息时代人的文化观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网络

信息文化的依附、崇尚观念的增强方面。网络信息技
术与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形
态 －网络信息文化，并在今天的大信息时代成为一种
最大众化、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例如，像新闻产品、媒
体产品、广告、软件产品、网站产品这类信息文化产品
的迅猛增加，它们具有不易破坏性、可改变性、可复制
性、充分共享性的特点，可以及时有效得满足人们的精
神需求，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人们在享用这些
丰富的信息文化产品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网络信息
文化良莠不齐，存在着快餐化、碎片化、以及庸俗化等
问题。文化作为精神财富的结晶，作为“文明以止，人
文也，……关乎人文，以化天下”的功能，在网络信息
的文化中，正在淡化。

( 五) 安全观的变化
大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着眼于传统的军事和政

治领域的安全观转变为新的网络信息安全观上来。一
是，由于网络信息交流的虚拟性，有的网民以为随意在
网上发表新闻和言论，可以无须承担的社会责任问题。
网络谣言既造成社会伤害，也降低了人们对网络的信
任感。二是，人们对信息的发布缺乏安全意识，任意申
请一些网站的登陆，登陆密码过于简单 ，硬盘默认为
完全共享，共享盘上有密级文件等等这些无形中就泄
露了很多不该公布的秘密信息。国家安全信息、企业
商业信息、科技成果信息、个人隐私信息，在鼠标轻轻
一击的不经意间就流失了。三是，网络信息的“无所
不漏”，一方面使一些人的言行谨慎起来了，一方面也
让一些人出现了安全恐慌症，美国窃取国外政要甚至
民众大量日常信息的丑闻曝光后，不仅引起了对美国
不道德行为的愤慨，同时也引发了不安全感。面对无
处不在的摄像头、网络监控、信息采集等，有的人感到
生活在一种个人信息随时可能被泄露的恐惧中，认为
社会毫无隐私可言。

( 六) 人际观的变化
大信息时代所带来人际观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网络

信息对人际信任观念的影响方面。当人类社会进入

“大信息的虚拟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把网络作为扩大
交往圈的手段和途径，通过 QQ、MSN、电子邮件、BBS、
博客、微博、微信等方式结识新朋友，倾诉在熟人中不
便谈吐的心声，寻找情感支持与共鸣。这一方面既使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度增加，尊重感增强。但又由于
网络信息交流的匿名性和虚拟性等特点，又使人与人
之间的交往缺乏信任基础。因此，人的浅层次交往面
在增大，但是深度交往却难以在网络中发展。网络人
际交往安全观是新时代正在培育的观念。

( 七) 科研观的变化
网络信息的开放性、便捷性、交互性及极大丰富性

使科研用户在信息的获取、文献资料利用和科研创新
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高校科研信息化的普
及，越来越多的科研用户将互联网作为获取和交流信
息的主要途径，网上资料数据库的检索和查询成为他
们的首选。通过科学实验、亲自参加社会调查等获得
第一手的信息的科研传统在淡化，对文献数据资料等
信息的证实或者证伪的积极性在下降，“拿来主义”的
抄袭现象有所发展，这就使得现在的科研成果原创性
创新降低，更多的是一种集成性创新。

三、大信息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思考

面对大信息时代给人的思想观念带来的深刻变
化，站在时代前沿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对其进行
合理的引导，坚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的原则，自觉地
适应大信息时代对教育变革的需求，积极探索其科学
的对策。

( 一) 坚持物质第一性与正确认识信息属性的世
界观教育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
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
思想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不能对其僵化，
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解释新的时代现象，破解时代
难题，揭示时代发展新规律，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
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真正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
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
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5］大信息时代下，
人们在感受到生活在物质世界的同时，也进入了信息
世界。要正确面对时代所产生的世界观困惑，才能真
正达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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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共同提升的政治观
教育

大信息时代由于网上信息交流的自由度和方便性
的增大，使人的民主意识也有所提高。然而，公民即使
具有了较高的民主意识，但并不一定具有较高的民主
能力。实践中，一些人的民主参与能力确实不高，这就
要求在以后的政治观教育中，不仅只是进行民主意识
的培养，还要在民主能力的培养上下功夫。因为民主
能力的提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民
主意识、民主欲望最终要落实到民主实践能力上来，进
而在通过民主实践能力的提高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
民主欲望。那么，在大信息时代就要充分利用网络信
息技术，积极创建网络环境下政府与民众信息交流模
式，通过发帖、跟帖、定期上网对话的机制，让民意充分
表达，并及时有效地分析处理民众的意见，给予必要的
回应。通过网络空间这种场所，基于网络信息技术，让
民众积极表达政治意愿、参与政治事务、锻炼民主参与
的能力。要努力破解当前在网络平台上精英主导、大
众围观的格局，通过依法治网的思路，解决多数人存在
的“不屑于”①“不敢于”②“不值于”③的观点，最终引
导公民将民主能力转化到现实中来，做到“想参与”、
“愿参与”、“会参与”，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向深层
次发展。

( 三) 正确处理信息与财富关系的经济观教育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认识到不能仅仅将网络平台作

为抒情或发表议论的工具，还要挖掘互联网上的“信
息财富”。但仅看到信息即财富的观点是不够的，更
重要的是正确处理信息和财富的关系。因为信息虽是
财富，但有了信息不一定就有财富。因此，要引导人们
分析大信息时代哪些特征可能带来新的商机，自身是
否具备利用这些信息创业致富的优势，如何将二者结
合起来，从哪些地方入手来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创造
财富。通过引导青年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借助
信息技术预判市场走势，更好地在产品设计、产品销
售、市场定位、客户细分、盈利模式、用户需求等方面下
功夫，真正让“信息”变成“财富”。培养“实干致富”
的经济财富观，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切忌想入
非非，眼高手低，甚至存有利用网络漏洞一夜暴富的不
当幻想。

( 四) 增强判断与选择能力的网络文化观教育
大信息时代网络文化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满足了

人的某些方面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网
络文化信息垃圾”，反动、恐怖的网络文化等等污染了

网络文化信息环境。当前一些网民的网络文化判断力
与选择力不强，对各种网络文化都兼容并蓄，这样就极
易受不良文化的侵袭，甚至会造成一定的危害。所以
增强人的判断与选择能力的网络文化观教育就极其重
要。对此要引导网民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提高网络文
化欣赏品位和鉴赏能力，认识网络文化的本质属性和
对人的影响功能，加强网络文化修养，提高防范和抵御
不良网络文化的能力及网络先进文化的创新能力。

( 五) 培养安全意识与正确危机感的信息安全观
教育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安全问题已
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传统安全观的内容与应对
措施，已经无法适应网络环境及其运行规则，需要采取
措施增强信息安全观教育。在大信息时代，要加强人
们的国家、民族信息安全意识。在网络上开展个人聊
天、发表见解、发表论文、网民辩论等活动时，要保持清
醒的“保密意识”，防止因为“不慎”，造成涉及国家和
民族利益的核心数据、核心信息的泄露，进而对我国的
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生态等方面的利益
造成损害。同样，还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教育。
现在人们个人的信息安全意识严重落后于信息技术的
发展，网络信息安全意识教育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网络安全问题发生后，人们又生活在过分恐惧、焦虑
的网络生活中，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所以当前
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对人们进行网络信息安全意识与正
确危机感教育。具体就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向
网络用户讲解网络信息操作系统的安全设置、数据恢
复软件、常用的加解密软件、反病毒软件及防火墙的选
择与使用，增强其网络安全意识。正确认识和分析网
络信息中所存在的安全漏洞，可以提前预防信息安全
风险、规避信息安全风险。同时也要积极引导网民善
于发现并抓住网络信息所带来的机遇，更好的发展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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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很多学者长期受到“期刊等级”的评价政策指挥棒影响，只重
视在正规的纸质媒体期刊发表学术见解和主张，认为在网络上发表一
般都是低层次难以入流的东西，为保持身份地位的“高雅”性质，所以
“不屑于”在网络发声。

因为网上信息鱼目混珠，网民构成十分复杂。如果发表一些
不合某些网民群体胃口的信息言论，可能“引火烧身”，招致围攻、谩骂
等人身侵权，受到伤害却不知对手是谁。所以很多人在没有政府作为
背景、或者庞大“粉丝群”作为舆论后盾的情况下，一般只愿意当观众。

很多人认为网络平台都是闲暇时间充裕的人，尤其是年轻人
在那里消磨时光的场所，与其在那里“高谈阔论”，不如在现实中干点实
事。把时间精力花在网络上“空谈”是没有价值的。



( 六) 正确处理信任不足与信任过度的人际观
教育

当前大信息时代，网络人际交往存在着信任危机
的问题，表现为信任不足和过度信任的两个极端，而且
网络信任问题正在蔓延到现实生活中，严重影响到人
们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所以，正确认识网络交往
中存在的信任问题是人际观教育的主要内容。分析其
原因，主要是由于网络虚拟化的人际交往方式，使很多
网民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在网上交往，造成了人们对
交往对象的真实情绪的认知困境。同时网络信息交流
的便利性又使人更多得沉溺于虚拟世界中，不愿直面
现实世界，这就加剧了人际信任的危机。因此，需要提
高网络人际信任度以调解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最重
要的是要对网民进行网络伦理教育，对网络信息给予
更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关怀。同时，还要进行网络人
际交往规范教育，使人们的网络交往能够有章可循;要
利用网络信息的资源，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一定的虚
拟情境，使网民们获得不同的角色情感和态度体验，从
而能更好的换位思考，从他人立场出发考虑问题，建立
新型的人际交往关系。

( 七) 培养利用信息资源与参与科研实践并重的
科研观教育

大信息时代，信息内容的丰富性和信息获取的便
捷性既为科学研究带来了历史机遇，但也对其带来了
冲击，甚至影响到一些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发展。为此，
合理的利用信息资源与亲自参与科学研究实践活动并
重的科研观教育就变的极为重要。随着科研信息化的

发展，查找文献、观察实验、调查访问等传统的科研方
法因其周期长、成本高、局限性大，已经表现出明显的
不足。大信息时代的信息共享性和信息流通便捷性，
科研工作者可以通过信息资源库提供的数据进行数据
处理和分析，大大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因此，利用共
享性信息资源库进行科学研究是必要的。但是，信息
库取得的信息，不能替代科研工作者通过亲自实践获
得第一手的资料或者通过实践验证信息资料的真实
性，因为通过亲自实践获得的知识才能具有深刻的认
识和理解，才能证实其真伪，这是提高科研成果的原创
性创新的必要方法。在对信息资源采取“拿来主义”
取巧态度，造成大批低质和虚假科研成果的问题，我们
更要旗帜鲜明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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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Mindset of People in Great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Contempl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U Lige，LAN Meirong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great information age，people have changed a lot in terms of their value and attitude to-
wards the world，politics，economy，culture，security，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research，which，undoubtedly，
will result in the profound change of people's mindsets． It is significant to comprehend the connotation of great informa-
tion age，analyze the nee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dapting to great information age and
exploring counter scientific strategies．
Key words great information age; mindse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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