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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千年之后，世界互联网技术一日千里，互

联网以其超大规模的信息容量和传播速度，正在重

新形塑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同时由于高度技术

化带来的众多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加大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力度、维护网络世界正常秩序、构建更加

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网络文明观已成当务之

急。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浙江乌镇，首届大会

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去贺词，称“中国正在积极推进

网 络 建 设 ，让 互 联 网 发 展 成 果 惠 及 13 亿 中 国 人

民”。2015 年 12 月 16 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二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十三五’时

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

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

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

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抓住源

头，主动融入、顺势而为、正本清源，还网络世界一片

清朗的天空。

一、互联网时代的几个新趋势

1. 大数据概念的提出。自尼葛洛庞帝宣告我们

进入“数字化生存”以来，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

《大数据时代》中提出的“大数据”概念可能是最为激

动人心的。“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

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结构，以及

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1]，人们无所不在数据之网

中。在维克托看来，大数据时代至少具有如下三个

特点：一是全体数据重于随机样本，过去我们把采集

随机样本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这种分析

方法是模拟数据时代受制于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和信

息搜集水平不高的产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更

大的数据洪流带来了比随机样本更高的准确性，我

们也能够从中发现一些过去我们无法揭示的细节。

二是混杂性重于精确性，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再执着

于追求精确度，无需对一些现象刨根问底，我们要做

的是把握事物发展的大致方向，放弃了微观层面的

精确度，反而可能使我们获得宏观层面的洞察力；三

是相关性重于因果性，通过把握相关性可以对人们

的思想行为进行预测，这也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

2. 社交媒体大行其道。截至 2016年 6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 7.10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1.7%，超过全

球平均水平 3.1 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 8.1 个

百分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手机网民规模达 6.56
亿，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移动端集中。 [2]中国正在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互联网时代，特别是随着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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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活在网

上”已经由一种构想（抑或是担忧？）成为正在发生的

现实。“Web1.0的主要特点在于用户只能通过互联网

浏览、获取信息，而 Web2.0 则更注重用户交流与互

动，用户既是互联网内容的浏览者，也是互联网内容

的制造者、服务的提供者、信息的传播者、行为的创

新者。”[3]而社交媒体正是一系列建立在 Web2.0基础

之上的网络应用，它对于信息传播的内容、方式、效

果的改变是全方位的，网络黏性相较过去大大增加，

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变得更加顺

滑。但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垄断了大多数的信息资源

（全球 13台根服务器无一放置在中国），加之网络传

播的扁平化特征，也容易导致少数人滥用传播权，散

布一些不负责任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西方国

家也积极利用互联网输出意识形态，甚至开展颠覆

他国政权的“颜色革命”，这都对我们的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战。

3. 网络社会化。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卡斯特的

“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

量》《千年终结》）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网络社会概

念，曼纽·卡斯特认为跨国资本的流动正在将过去的

地方空间转化为流动空间，电子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将社会人群鲜明地划分为两派——互动人口和被动

人口，前者参与创新信息，后者则被动接受信息。这

是一个知识生产力的时代，它的核心是将知识组织

起来并发布的能力。网络社会的形成是伴随着经济

全球化的深入产生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

社会阶层、组织和个人在网络这个平台上互相碰撞

交融，网络意见事实上也成为社会基本矛盾和现实

关系的晴雨表，反过来人为制造的信息鸿沟和信息

壁垒又加深了网络社会的矛盾，如何教育社会大众

辨识各种显性和隐形的信息，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定

力，不为杂音所扰，已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

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二、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具体举措

1. 澄清互联网内容事实。互联网在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比重越来越大、价值越来

越突显。互联网内容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冲击最大

的就是内容混杂、中心离散、泥沙俱下、信息超载，人

们一方面受惠于网络世界丰富的信息为人们认识世

界解释世界提供更多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受困于网

络的信息丛林，犯上了信息“选择综合征”。更有甚

者，容易被各种虚假的、伪装的、错误的信息所迷惑

误导，澄清互联网内容事实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

广大宣传思想工作者作为主流网络内容的提供者，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观为引领，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

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宣传思想工作者除了要用先进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

实践，更要在内容选择上下功夫，不但要剔除那些有

悖于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错误的东西，更要

致力于生产那些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高雅的作

品。二是广大网民现在既是网络内容的消费者，更

是网络内容的生产者，阿尔文·托夫勒将之称为 Pro⁃
sumer，“只要我们既生产又消费我们自己的产品时，

我们就是在进行产消合一”[4]，这意味着目前网络世

界的绝大多数内容正是互联网的使用者制造出来

的，要加大对网络的监管力度，引导网民文明健康上

网，不信谣不传谣，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主动积

极地维护网络生态环境和秩序，将网络建设成为探

求真知完善人格净化心灵的精神家园。

2.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

伍。新形势下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基

本要求是明大势、懂技术、讲方法。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队伍必须拥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能够用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和处理问题，对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度认同，了

解世情、国情、民情，对国内外形势特别是西方包括

自由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理论派别有着清晰的认

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含糊不摇摆。同时，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队伍还必须是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

的行家里手，能始终站在网络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不仅要以我为主建好

网管好网用好网，更要知己知彼，洞悉可能发生的网

络漏洞，增强网络危机预警意识，出台实际工作措施

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有

别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这支队伍必须锻

造扎实的工作技能，能够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

挑战；这支队伍不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

分流，而应该成为专门化、专技化、专业化的高素质

人才的策源地；这支队伍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

须配齐配强大有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

还应掌握符合网络特征合理合法的工作方法，懂得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用贴近老百姓生活的网络言

语，回归网络情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3. 培 育 网 络 意 见 领 袖 。“ 意 见 领 袖”（Opinion
Leader）的概念来源于拉扎斯菲尔德和贝雷尔森（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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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所著的《人民的选择》一

书。由于意见领袖在某一领域内的权威地位，或是

与媒介接触频繁，信息传播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所谓

的“两级传播”，即信息首先流向的并不是普通群众，

而是经由意见领袖过滤，再将信息扩散给群众。培

育意见领袖不是搞造神运动，而是在网络社会的发

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意见领袖不仅需要具备

过硬的政治素质、前瞻性的思维、开阔的视野、良好

的知识储备，更要有深耕网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

为金钱所动，不为名利所诱。意见领袖通常具有强

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因此在培育意见领袖

的过程中需要重点检视其价值倾向，只有正确的价

值导向才能形成长期的示范效应。基于网络的开放

性特点，意见领袖需要在重点部位、重点领域、重点

时段加大力度，增强把关能力，和网民开展良性互

动，对网民进行正确引导，将真理的力量与人格的力

量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一呼百应”。

4. 警惕网络异化现象。早在机器大工业时代，

马克思就敏锐地发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

品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异化现象的产

生，具体表现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自

己的劳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

相异化。当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后，人们惊奇地

发现那些一个又一个给人类生活带来根本性改变的

科技进步，反过来又成为制约人类发展的异己性力

量，人类一度高扬的“工具理性”再度遮蔽了“价值理

性”。“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使物质力量

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

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

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

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5]人

们对网络的依赖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地铁

上、公交上随处可见拿着手机刷朋友圈的上班族；课

堂里学生和教师的互动少了，造就了一批泡论坛、玩

手游的低头族，极端如网络成瘾者荒废了学业、虚掷

了金钱、磨折了生命，这些对个人和家庭都造成了巨

大的伤害。网络异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对于现实的感

受性大大降低，个体“误把他乡作故乡”，寄情于网上

的虚拟世界，被网络意志操控，理性让位于感性，虚

拟世界能够带给自己更大的满足感，在现实世界反

而打不起精神，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丧失了敏感性，浑

浑噩噩游戏人生。网络异化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表

现得尤为突出，对于这种现代的文明病，我们不能等

闲视之，要高扬人的主体性，倡导理性的网络文明

观，合理规划上网时间，让我们的青少年自己主宰自

己的生命空间。

5. 引导网络交往新风。“网络世界扩大和丰富了

人们的精神交往，同时，交往的双方采取了不直接在

场的交往方式，即‘虚拟交往’。在虚拟环境里，不存

在时空限制和利害冲突，人感觉无比自由自在、无拘

无束。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过度地投入到虚

拟空间里，寻求虚拟交往，会使人对现实社会中面对

面的直接接触越来越缺乏兴趣，真实的人际关系越

来越疏远，真实的情感越来越淡薄，人们的道德伦理

问题越来越多，这是新时期人们社会关系发展的危

险信号。”[6]许多年轻人沉沦于网络交友，对身边活生

生的“人”反而视而不见。特别是基于 SNS的网络社

交形态决定了网民往往是依托“兴趣爱好”结成一个

又一个网络社区（团体），这种看似完全自主的选择，

实际上造成了新的人际封闭，形成了新的网上“圈子

文化”，通过人为设置边界，将更大多数的“圈外人”

排除在外，再进而经由对族群属性的不断确认和强

化，一个个小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居于其中的人视

野变得越来越狭窄，对于新鲜资讯的需求变得越来

越低。事实上，作为网络人最应该秉持的就是开放、

包容、多元的网络精神，只有勇敢地冲破固有的小圈

子，用更加开放平等的心态迎接不同观点的撞击与

洗礼，人才能超越自身的限制，由自在到自为，实现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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