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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校园安全与每个师生、 家长和社会有着切身的关系。 从

广义上讲， 校园安全事故是指学生在校期间， 由于某些偶然

突发因素而导致的人为伤害事件。 就其特点而言， 责任人一

般是因为疏忽大意或过失失职造成的， 而不是因为故意而导

致事故发生的。

校园安全工作是全社会安全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

部分， 它直接关系到青少年学生能否安全、 健康地成长， 关

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安宁和社会稳定。 中小学生作为

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的健康成长涉及千家万户， 保护中小

学生的安全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在我国， 青少年学生的意外伤害多数发生在学校和上学

途中， 而在不同年龄的青少年中， 又以 １５ ～ １９ 岁意外伤害的

死亡率最高。 据有关部门对中小学生安全问题的调查表明：

中小学生中 ５２ ８％的认为比较安全， １２ ５％的认为自己不是

很安全， 还有 ３４ ７％的认为自己的安全状况 “一般”。 在调查

是什么因素对中小学生安全影响最大时： 有 ４７ ２％的认为

“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影响最大， 再依次是 “学校周边的不

良环境” 占 １９ ４％、 “交通安全” 占 １５ ３％、 “交友的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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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６ ９％， “上经营性网吧” 占 ２ ８％， “其它” 占 ８ ４％。 近

年来， 有关校园暴力和暴力伤害事故更是频繁发生， 严重损

害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影响了校园良好的教学环

境。 在新的形势下， 给校园安全管理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广泛重视。

可见， 加强和保护中小学生的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

是必须要做到广泛宣传， 让全社会都来保护中小学生安全和

关心青少年犯罪问题， 特别是学校要担负起重要责任； 二是

孩子父母要正确关心、 引导、 管好孩子， 要教育孩子随时注

意自身安全； 三是中小学生要加强安全知识的学习， 做到有

备无患， 增强人身预防和安全保护意识。

校园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保护好

每一个孩子， 使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意外事故减少到最低限度，

已成为中小学教育和管理的重要内容。

为此， 我们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特别编辑了这套 “学

校安全管理规范与安全活动策划” 图书， 主要包括交通安全、

用电安全、 防火安全、 运动安全、 网络安全、 灾害危险自救、

防骗防盗防暴与防身自卫、 预防黄赌毒侵害、 饮食卫生与疾

病预防、 和谐相处与遵纪守法等内容， 图文并茂， 生动有趣，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 是各级学校用以指导广大中小

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的良好读本， 也是各级图书馆收藏的

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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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生网络安全认识



中小学生上网的安全思考

关于网络， 我们每个同学应该都不陌生。 随着科技的日

新月异， 资讯的发展， 使网络越来越成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接

触到的新的学习和交流工具， 所以关于这一章节的大多数问

题都具有相当强的互动性， 我们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心得，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使计算机和互联网真正成为对我们生活

和学习有益的工具。

首先我们先从网络对于我们自身生活和学习的利与弊

谈起。

事实上， 网络的信息化特征催生中小学生的现代观念的

更新， 如学习观念、 效率观念、 全球意识等。 它使中小学生

不断接触新事物、 新技术， 接受新观念的挑战。

除了黄色和暴力网站可能对学生造成伤害外， 网络带给

中小学生正面的东西远比负面的要多。 并且， 对于中小学生

来说， 网络是不可回避的东西， 无论你喜不喜欢， 它都要注

定成为中小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 不让中小学生上网，

反而对他们的成长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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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上网的正面影响

一、 开阔视野

因特网是一个信息极其丰富的百科全书式的世界， 信息

量大， 信息交流速度快， 自由度

强， 实现了全球信息共享。

中小学生在网上可以随意获

得自己的需求， 在网上浏览世

界， 认识世界， 了解世界最新的

新闻信息、 科技动态， 极大地开

阔了中小学生的视野， 给学习、

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乐趣。

二、 加强对外交流

网络创造了一个虚拟的新世界， 在这个新世界里， 每一

名成员可以超越时空的制约， 十分方便地与相识或不相识的

人进行联系和交流， 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由于网络交流

的 “虚拟” 性， 避免了人们直面交流时的摩擦与伤害， 从而

为人们情感需求的满足和信息获取提供了崭新的交流场所。

中小学生上网可以进一步扩展对外交流的时空领域，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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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交流、 交友的自由化。 同时现在的中小学生以独生子女为

多， 在家中比较孤独， 从心理上说是最渴望能与人交往的。

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可能会给他们， 特别是内向性格的人带来

压力， 网络给了他们一个新的交往空间和相对宽松、 平等的

环境。

三、 促进个性化发展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人的发展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因

特网就提供了这个无限多样的发展机会的环境。 中小学生可

以在网上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 也可以得到发展的资源和

动力。

利用因特网就可以学习、 研究乃至创新， 这样的学习是

最有效率的学习。 网上可供学习的知识浩如烟海， 这给中小

学生进行大跨度的联想和想象提供了十分广阔的领域， 为创

造性思维不断地输送养料， 一些电脑游戏在一定程度上能强

化中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四、 拓展受教育的空间

有很多中小学生因为上网而提高了学习成绩， 这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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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上网值得骄傲的一点。 因特网上的资源可以帮助中小学生

找到合适的学习材料， 甚至是合适的学校和教师， 这一点已

经开始成为现实， 如一些著名的网校， 提供了求知学习的新

渠道。

目前在我国教育资源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 网络提供

了求知学习的广阔校园， 学习者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都能

接受高等教育， 学到在校大学生学习的所有课程、 修满学分、

获得学位。

这对于处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中小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

最好的解脱， 它不但有利于其身心的健康发展， 而且有利于

家庭乃至于社会的稳定。

五、 有助于创新思想教育

利用网络进行德育教育工作， 教育者可以以网友的身份

和青少年在网上 “毫无顾

忌” 地进行真实心态的平

等交流， 这对于德育工作

者摸清、 摸准青少年的思

想并开展正面引导和全方

位沟通提供了新的快捷的

方法。

此外， 由于网络信息

的传播具有实时性和交互

性的特点， 青少年可以同时和多个教育者或教育信息保持快

速互动， 从而提高思想互动的频率， 提高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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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络信息具有可下载性、 可储存性等延时性特点，

可延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互动的时间， 为青少年提供

“全天候” 的思想引导和教育。 还可以网上相约， 网下聚会，

实现网上德育工作的滋润和补充， 从而及时化解矛盾， 起到

温暖人心、 调动积极性、 激发创造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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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上网的负面影响

一、 对于中小学生 “三观” 形成潜在威胁

中小学生很容易在网络上接触到资本主义的宣传论调、
文化思想等， 思想处于极度矛盾、 混乱中， 其人生观、 价值

观极易发生倾斜， 从而滋生全盘西化、 享乐主义、 拜金主义、
崇洋媚外等不良思潮。

由于信息传播的任意性， 形形色色的思潮、 观念也充斥

其间， 对于自我监控能力不强、 极富好奇心的中小学生具有

极大的诱惑力， 导致丧失道德规范。 同时互联网上信息接受

和传播的隐蔽性， 使中小学生在网络上极易放纵自己的行为，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自己想做的事， 忘却了社会责任。

部分中小学生并不认为 “网上聊天时说谎是不道德的”，
认为 “在网上做什么都可以毫无顾忌” 等， 使得中小学生对

自我行为的约束力大大减弱， 网上不良行为逐渐增多。
与此同时， 由于缺乏规范合理的监管， 很多原本规范的

语言开始被随意篡改。 虽然， 颠覆传统并不一定意味着不是

进步， 但是很多科学的合理的传统依然是社会有序发展的内

在规范。
有很多网络语言是被大多数中小学生认同的： 比如妹妹

叫 ｍｍ， 哥哥 ｇｇ， 老婆叫 ｌｐ， 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无聊的甚至

是毫无意义的词语： 沙发、 灌水、 掐架、 斑竹等等， 林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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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五花八门， 一旦随意使用， 势必造成规范的混乱， 那就是

有害而无益了。

二、 对中小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

网络改变了中小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及生活

方式。 上网使中小学生容易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方

式， 集体意识淡薄， 个人自由主义思潮泛滥。

三、 信息垃圾弱化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

有关专家调查， 有一些非法组织或个人在网上发布扰乱

政治经济的黑色信息， 蛊惑青少年。 这种信息垃圾将弱化中

小学生思想道德意识， 污染青少年心灵， 误导青少年行为。
这些不良信息对于身体、 心理都正处于发育期， 是非辨

别能力、 自我控制能力和选择能力都比较弱的中小学生来说，
难以抵挡不良信息的负面影响。

个别网吧经营者更是抓住中小学生这一特点， 包庇、 纵

容、 支持他们登陆色情、 暴力网站， 使他们沉迷于网上不能

自拔。 一些中小学生也因此入不敷出， 直至走上偷盗、 抢劫、
强奸、 杀人的犯罪道路。

四、 网络的隐蔽性， 导致中小学生违法犯罪

行为增多

　 　 一方面， 少数中小学生浏览黄色和非法网站， 利用虚假

身份进行恶意交友、 聊天。 另一方面网络犯罪增多， 例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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