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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网络新闻对大学生法律认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周玉萍

[摘要]网络新闻对大学生法律认知素养的提升具有重大的作用，但也应当看到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法律认知也具有深刻的

负面影响，其原因是网络媒体独特的传播影响力，对当代大学生产生了较强的诱惑力。面对这种影响，应从净化媒体环境，提高大

学生媒体素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教育，增强校园法律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升大学生法律认知素养，增强大学生的全面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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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是一种具有强大融合功能的传播媒介，在当今大

众传媒中，网络媒体可以通过链接、复制、转载等功能，整合其他

所有大众传媒的信息。同时网络具有传播的快捷性、信息的丰

富性、表达的新颖性、空间的虚拟性、参与的互动性等特点，对大

学生产生着深刻且广泛的影响，网络在大学生的生活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成为大学生生活的又一个重要领域和空间。青年

大学生求知欲望强烈，对各种信息需求旺盛，对网络信息趋之若

鹜。可以说当今的大学生使用网络、参与网络互动，进行网络生

活已经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方式。通过网络大学生们可以获得

丰富的知识，有利于激发他们的思维，开阔他们的视野。但同时

也应当看到，网络信息的来源是复杂的，其内容参差不齐，其中

的不良信息、不良价值观念肆意泛滥，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不

良的网络信息、虚拟自由的网络环境也影响着大学生对法律观

的认知。

一、网络瓤闻对大学生的法律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前，很多涉及法律内容的文章在网络中传播，大学生们从

中获得了对法律相关的知识，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法律的基本

认识，但这种认知往往是感性的，不能使大学生形成完整的法律

知识体系。同时，网络负面新闻的存在，对大学生的法律认知和

法律观念的形成，产生了负面影响。大学生的法律认知是大学

生群体在法律观念、法律制度、守法态度上的心理体验和评价。

法律认知包括心理的认知、观念的认知和守法态度的认知，这个

认知是一个由浅层认知到深层认知的过程，是一个由感性认识

到理性认识深化的过程。当前，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的法律

认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网络负面新闻影响大学生遵守法律观念的形成。从司法

部门的有关数据统计来看，当前大学生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法律

观念较强，他们自觉遵守法律，在自己的生活、社会交往中，能够

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在心理上认同公民守法在社会稳定中的重

要意义。但是，也有部分学生的守法观念处在自觉认识的边缘。

他们之所以守法，是害怕被法律惩戒，而不认同作为社会个体应

当守法。大学生守法观念的形成，不仅受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

育的影响，还受到周围社会个体因违法而遭受惩戒产生的警示

作用的影响。同时，当前网络新闻中传播的法律事件，也对大学

生的守法意识的形成发生了正面或负面影响。网络新闻中不

恰当的犯罪情节描述，犯罪分子逃脱的报道，犯罪分子面对司

法机关严厉打击后的“坦然自若”的报道，使得部分大学生对违

法犯罪产生了侥幸心理，甚至有的大学生从中学会了犯罪的一

些手段和方式，显然网络负面新闻无疑催化了部分大学生违法

犯罪欲望，对他们遵纪守法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消极

作用。

2．网络负面新闻的影响，使得大学生对法律至高无上的权

威地位产生了怀疑。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视法律为至高

无上的权威，应是法制社会的基本认识。当前，网络媒体通过新

闻事件的报道，使大学生们看到了依靠法律权威，正确维护合法

权益的正能量，看到了法律的惩恶扬善，认识到了法律在促进

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中的重要作用。大多数大学生认为，

法律对社会各方面生活发挥着重要的稳压器的作用，它是平衡

社会关系和利益，调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利器，在社会稳定发展

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但是，当前，负面新闻的报道也使得法

律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一些权大于法的新闻报道和媒体表现出

的无奈，使得大学生对法律的尊严认识、地位认识大打折扣，一

些大学生认为，在当今社会，权力可以极大地干扰法律的正常运

行，社会关系可以瓦解法律在维护社会公平中起到的作用，由此

导致一些大学生不自主地在受到法律侵害时，不是寻求法律的

帮助，而是寻求社会关系的帮助。因此，网络负面新闻使大学

生对法律权威的认识产生了冲击，对法律的尊严和地位产生了

怀疑。

3．网络负面新闻的影响，使得大学生的民主平等观念受到

了冲击。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精髓的民主与平等观念，当代大学

生大多数持肯定和认可态度，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随

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地完善发展，它是适合我国国情

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但是，也应当看

到，由于受网络负面新闻不全面报道的影响，且大学生法治观念

尚处于不完善时期，认知能力相对较弱，使大学生的法治平等观

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大学生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

才是完全的民主，对当前我国的民主法治制度表现出不同程度

的悲观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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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络负面新闻的影响使得大学生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认

识发生失衡。权利与义务是法律内涵的核心，权利与义务是一

种相互依存的对等关系，世界上不存在无任何权利的义务，也不

存在无任何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只有权利与义务

达到统一，相互依存，权利与义务才能符合法治理念，才是正确

的法治观念。但是，当前网络负面新闻的宣传，使大学生对权利

与义务的认识发生失衡。网络媒体中报道的诸如个别领导干部

滥用职权，不履行相应义务的新闻，普通老百姓只见履行义务而

不见权利的新闻，使得部分大学生将这些社会个案现象误认为

是社会的普遍现象，这导致了大学生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认识

的偏差与失衡。

5．网络负面新闻的影响使得当代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动摇对

司法公正的信心。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既是对当今社会司

法机关的信任，也是信任法律，遵守法律规范的基础。但是由于

网络媒体负面新闻的报道，使得大学生对当前司法机关是否能

够公正执法、是否能够公正审理、是否能够判决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信任危机，甚至有的大学生不相信司法机关能够按规定

履行司法程序，不相信司法机关能够不徇私情、一视同仁地执

行法律。

二、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法律认知影响的原因分析

针对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法律认知的影响，笔者认为应

当进行必要的分析与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规避网络的负

面影响，才能有针对性地实施对大学生的法律教育策略，促进大

学生法治观念的增强与法律素养的提升。

当前大学生正处于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他们在思想道德、

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意识形态等方面还没有完全定型，对事物

的分析和判断还不完整、不全面，因而难免对网络中的负面新闻

缺乏正确的判断、理性的思考，其法律认知出现偏差和失衡也在

情理之中。同时，网络对求知欲望强烈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具有

较强的诱惑力，其中的负面新闻也往往带有很强的诱惑性、感染

性，对大学生的影响非常深刻，负面新闻所倡导和宣传的不规

范、不完善的法律理念，对大学生产生误导作用不可低估。因

此，在当前网络媒体环境下，其中的负面新闻、负面信息必然不

同程度地存在法律认知上的影响。

在此网络媒体背景的影响下，大学生法律认知素养的提高，

法治观念的增强，高等院校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尤其在网络媒体环境下，如果高校不重视网络的作用，对网络媒

体的负面影响不予以认真对待，就会使当代大学生缺乏应有的

指导，对法律的认知只能处于放任、自发状态，必然制约大学生

法律观念的形成。同时，我国高校当前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存

在滞后现象，大学生的法律知识主要来源于书本，他们缺乏对法

律知识的丰富素材，法律观念是不稳固的，一旦网络中出现涉及

法律方面的负面新闻，就很容易对大学生的法制观念产生冲击。

三、应对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法律认知影响的策略

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法律认知的影响是现实存在的，针

对这种问题，必须采用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推进大学生法律认

知水平的提高。

1．加强新闻立法，遏制负面新闻的产生与发展。当前，国家

应不断完善新闻立法，规范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为，加强

对新闻行业相关的法律规制。同时，也要加大对传媒市场的执

法检查力度，加强新闻行为的监督、规范，针对检查监督中出现

的问题，及时予以制止、打击。要发挥新闻行业自律协会的作

用，出台和完善新闻机构从业行为标准，增强新闻传媒机构的新

闻自律意识，加强新闻行业的自律建设。

2．加强对大学生的媒体素养教育，提高其科学应对媒体的

能力。面对来源复杂的网络海量信息，大学生应明辨是非，科学

分析其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应具有从丰富的网络信息资

源中去伪存真的能力，理性对待各种信息的干扰。媒体素养是

当代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在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媒体的

环境下，大学生应当具备较强的信息抗干扰能力和信息利用能

力，这就要求高校要通过不同形式的教育，加强对大学生应对媒

体、认识媒体、辨别媒体和驾驭媒体的能力，使他们免受负面新

闻的不良影响。

3．强化大学生的法律认知教育。当前在学校法制教育中，

存在着重视法律知识掌握，而轻视法律认知的问题，存在着重视

感性认识教育，缺乏大学生对法律理性认识的倾向。针对这种

情况，应丰富大学生法律观念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特别是选择具

有典型性、权威性和趣味性的网络信息，来开拓大学生的法律知

识视野，通过案例教学、典型法律案件分析，提高大学生应对法

律事件的能力，使大学生法律认知的水平得到提升。

4．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推进法律文化的宣传。校园网

络不同于大众互联网络，它具有典型的育人功能和特征，高校应

重视培育网络育人文化，发展网络育人文化，传播网络育人文

化。针对网络对大学生法律认知的负面影响，应当加强校园网

中的法律文化的宣传，结合大学生实际进行法律知识传播，开展

网络法律活动，宣传法律文化知识。应从营造法律育人氛围，增

强对大学生的吸引力等方面，加强对校园法律文化的宣传，通过

网络法律文化影响和教育，使大学生法律素养得到提高。

总之，面对网络新闻对大学生法律认知产生的不良影响，必

须在正视问题存在的基础上，弄清原因，有的放矢地开展大学

生法律认知教育。在注重发挥学校作用的同时，应当积极发

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尤其作为新闻媒体，要积极改善传媒环境，

推进网络健康文化的建设，促进大学生法律认知水平的不断

提高。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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