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国“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
教育创新研究

毛振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国“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创新研究／毛振

军著．—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３．９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３０８－８３９０－７

　　Ⅰ．①中…　Ⅱ．①毛…　Ⅲ．①计算机网络－应用－高

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　Ⅳ．①Ｇ６４１－３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３）第２２５０７９号

责任编辑：侯　萍

责任印制：张军利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蔡　颢

天津市西康路３５号　邮编３０００５１
电话（０２２）２３３３２４００（编辑部） ２３３３２３９３（发行部）

网址：ｗｗｗ．ｔｊｋｊｃｂｓ．ｃｏｍ．ｃｎ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８５０×１１６８　１／３２　印张９　字数２５５　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１版第１次印刷

定价：２６．００元



序　　言

一、研究的缘起

“９０后”泛指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９年出生的人群，“９０后”大学生则
指“９０后”中已进入大学学习阶段的在读大学生，目前主要是出生
于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的年轻人，他们在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１年进入本
科阶段学习，年龄区间在１７岁到２１岁，分布于从大一到大四的各
个年级。“９０后”大学生是生在电脑前，长在网络中的一代。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是中国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１９９０年末诞生了中
国的顶级域名“．ＣＮ”，１９９４年中国第一个网页正式上线，１９９９年
中国只有四百多万互联网用户，而进入２１世纪，互联网成为继广
播、报刊和电视之后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第四媒体”，网络的触角
已经延伸到人类社会的几乎每个角落。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说
过：“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①２０１２年

１月１６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在京发布了《第２９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根据该《报告》的统计，截至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网民规模突破５亿，达到５．１３亿，全年
新增网民５５８０万。② 目前，随着校园网的普及，大学生个人电脑
的剧增，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入大学校园，“９０

①

②

［美］泰普思科．泰普思科预言———２１世纪人类生活新模式［Ｍ］．卓秀娟等译，

北京：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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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学生首当其冲成为上网的主要人群，是网络世界的主力军，
上网已经成为“９０后”大学生必然选择的学习生活方式。网络深
刻影响着“９０后”大学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已
经成为大学思想教育不可忽视的传播载体，成为高校思想教育的
一个新的重要阵地。网络的更新速度快、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立
体逼真、动静结合、声像交融、图文并茂，集文字、图像、声音、视频、
动画等多种形态于一体，充分利用人的视觉、听觉，能够把报刊、广
播、电视的优点集于一身。网络教育资源丰富而“鲜活”，从网络
上，大学生网民可以方便、快捷、全面地获取各种知识。网络以其
独特的魅力给大学生带来了视觉的扩展与精神的震撼，日益成为
大学生们信息传输、情感交流的领地，网络极大地满足了大学生的
精神需求，提升了人的主体地位，弘扬了人的个性，挖掘出人的巨
大潜能。然而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文化的多向辐射，导致价
值选择的多元化；网络的开放性使它成为国内外各种势力斗争和
抢夺的重要思想文化阵地，成为某些邪恶的温床；屡禁不止的色情
网站，防不胜防的黑客、病毒入侵，带来精神的迷失、人格的裂变、
道德的失范；网络倡导的放任自由给传统的法律、道德带来了无奈
和烦恼，荡涤着大学生的心灵，致使部分“９０后”大学生面临政治
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心理素质脆弱等问题。

“９０后”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几十年发展需要的宝贵的人才资
源，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重大责任。面对网络给“９０后”大
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心理和人格的健康发展带来的极大挑战，如
何破解高校网络思想教育之困境，解决其实效性之难题，如何增强
其时代感、主动性和针对性，增强影响力等一系列问题摆在高校思
想教育工作者面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的思想教育
方法与途径是保证思想教育有效的关键。“人类历史上最有价值
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理性的力量和科学的方法一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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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成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① 一种好的方法与途径
能够拓展人们的思维、突破陈旧的框架。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或多
或少地离不开对一定方法与途径的运用。利用网络开展思想教育
工作也是一门艺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教育的
新方法、新途径。如何厘清高校网络思想教育之困，做好“９０后”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与途径是关键。在网络环境下，
“９０后”大学生们的生活和学习与“８０后”大学生相比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因而思想教育方法与途径也应当与时俱进，相应的转变，

必须从新的视角审视“９０后”大学生的需求。华中师范大学张耀
灿教授认为：“如何针对网络的特点，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
形式、新理论和新方法，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亟待研究的重大课
题。”②目前我国高校虽然在思想教育工作网络化方面进行了初
步探索，但是利用互联网开展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还
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信息网络技术的冲击下，再利用传统的思
想教育方法与途径对“９０后”大学生进行教育就显得比较滞后了，

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等显然
已经不能适应网络化时代“９０后”大学生的需要。网络时代要求
思想教育方法与途径要不断创新和多样化，然而大学生网络思想
工作并不得力，思想教育难以走进“９０后”大学生的心灵世界，方
法与途径仍然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求。思想教育者们千方百计尝
试各种方式方法，结果却是没有听众，效果并不理想，出现了高校
思想教育“失灵”的现象，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面临着一个虚拟世
界的挑战。

思想教育方法滞后于网络时代发展的现状与诸教育要素的深

３序　　言

①
②

［德］康德．伦理学［Ｍ］．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１９７９：３８．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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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变化，必然要求高校思想教育方法与途径的创新。网络的出现
是思想教育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互联网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教育
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和教育载体，网络为“９０后”大学生思想
教育开辟了新渠道、注入了新活力、拓展了新空间。网络具有平等
性和互动性等特点，改变了传统思想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单调、枯
燥，促进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平等交流、双向互动，有利于教
育者准确把握“９０后”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与思想脉搏，依据“９０后”
大学生思想变化的现状，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从而增强
教育的实效性。只有不断创新网络思想教育，调整和变革常规的、
过时的思想教育方式方法，才能增强网络思想教育的吸引力和辐
射力，高校思想教育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因此，主动占
领思想教育网络新阵地，积极探索思想教育进网络的规律，创新网
络思想教育的方法与途径，开辟网络思想教育之路，发挥网络思想
教育的辐射力、渗透力、感召力，是推进“９０后”大学生思想教育工
作与时俱进的需要，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如果不投身于网络，就会
落后于时代。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应该从容面对网络带来的新挑
战，根据“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管理、趋利避害”的原则，深入
研究网络环境下“９０后”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新变化，因势利导，
探索出一套寓教于乐的思想教育的有效方法与途径，构建出适应
网络时代“９０后”大学生需要的高校思想教育体系，使网络成为
“９０后”大学生思想教育的课堂与精神的家园，使网络在思想教育
过程中发挥出更大的优势和能量。

二、学术界研究的现状

（一）国内学术界研究现状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起，中国高校就开始了网络思想教育的

尝试与探索，随之，学者们逐渐对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开展了研
究，到目前为止，研究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取得了较多成果。

４ 中国“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创新研究



１．关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总体研究。其主要成果：２００２
年张锦高与丁振国主编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思考与实
践》和戴黍的《互联网与高校德育———网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伦理
思考》，２００５年李炳毅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概论》和韦吉锋的《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２００６年宋元林主编的《网络文化与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和徐绍华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研
究》，２００７年黄明伟的《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要素研究》，

２００８年夏晓虹主编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和檀江林的《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２００９年王荣发主编的《网上德育：大学
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与实践》，２０１１年翁铁慧主编的《大学
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等。此外，曾令辉等人２００２年编著的《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概论》，是国内在理论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研究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的专著。

２．关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发展的机遇、挑战以及对策的研
究。主要的成果包括：谢海光主编２０００年出版的《互联网与思想
政治工作概论》，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

交往学等判据的维度透视了互联网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

２００１年江华于《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互联网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一文中指出：探索网络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之路是当
务之急。２００６年吴满意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一书
中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八大挑战和七大
机遇。① ２００９年张再兴在其主编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著作
中，从技术、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新变
化，提出了构建校园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对策、博客舆论传播的管

５序　　言

① 吴满意．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Ｍ］．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理对策、高校危机管理体制的建设方案和措施等。① 这些成果都
紧紧把握了网络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教育这一新课题，对网络与高
校思想教育作了有价值的探索。

３．关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价值、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实
效性的研究。２００３年杨立英在其著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论》一
书中提出：应坚持“三个面向”原则、“求实”原则、“主体性”原则和
疏导与灌输相统一的原则。② ２００５年胡树祥主编的《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论述了网络思想教育的价值研究的意义、内涵及其表
现与评价等。③ ２００６年徐绍华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性研究》一书中系统分析了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实效性的影响因素、
网络传播效果理论与高校网络思想教育的实效性，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增强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实效性的对策建议。④ ２００６年邓石华
在《网络德育论》一书中详细探讨了网络德育的价值与效用，特点
与规律等。此外，还有相关的博士论文，如２００２年华东师范大学
张琰炎的《网络影响下的高校德育变革》，２００５年复旦大学王贤卿
的《网络传播环境下的道德建设———大学生网络行为的道德研
究》，２００６年吉林大学蔡丽华的《网络德育研究》，２００９年上海师范
大学万峰的《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伦理道德影响的研究》，２０１１年西
南大学黄永宜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等都从不同角度积
极分析了网络对高校思想教育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和一些前瞻性的建议。

４．关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模式的研究。模式是一种指导，
它有助于解决问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

６ 中国“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创新研究

①
②
③
④

张再兴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杨立英．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论［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胡树样．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Ｍ］．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徐绍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研究［Ｍ］．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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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模式构建的研究虽不多，但也有些著作和论文。如２００５年罗家
英在《网络影响下高校德育模式变革与构建》中在分析了高校德育
模式构建的基本理念、方法论及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 “人
化———审美”模式。① ２００６年刘新庚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论》著作中提出了现代思想教育网络方法的“思想政治理论灌输、
思想素质规范养成、日常思政教育渗透、思想情感感染熏陶、思想
修养自我教育”的五种模式。② ２００７年成广海在《思想政治教育模
式研究》一书中论述了“以人为本、交往、激励和网络沟通等模
式”。③ 余岚、徐训芳等人于２００７年提出“突显网络交互特色的、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的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话模式”。④

２００９年姜国峰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想模式的构建研究》一书
中提出“四外一内”模式，即高等学校、国家权力机关、大型网络媒
体、互联网行业、大学生自身的应对法则。⑤

５．关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方法的研究。其主要成果表现
在：①关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方法的创新研究。２００７年潘敏的
《髙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实践》、２００９年刘显忠的《论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２０１０年梁捍东的《新形势下大学
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创新研究》、蒋宏大的《论网络环境
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以及２０１１年李德才的《网络环
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创新》等主要论文表明，在网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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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广海．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余岚．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话模式构建初探［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２００７（６）．
姜国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想模式的构建研究［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的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教育必然要进行方法的创新。②关于大学
生网络思想教育原则方法的研究。２００３年管磊在《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构建的原则与方法》一文中提出要遵循的原则是：趋利避害，
为我所用；主动出击，疏堵结合；整合联动，优势互补。① ２００９年吴
倬、张瑜在《论高校网络德育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与方法》一文中
论述了主体性、实践性、疏导性、前瞻性、渗透性等五个原则。② ③
关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实施方法的研究。主要成果有：２００２年
宋元林在《网络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导论》一书中阐述了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艺术，如“情理交融法”、“自我教育法”、“教乐
协调法”、“示范比较法”等。③ ２００７年杨直凡、胡树祥在《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的构建与创新》一文中提出了“思路对问题的教育指
导方法，眼睛对屏幕的信息获取方法，键对键、心对心的沟通交流
方法”。④ ２００９年宋元林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构建》
一文中提出：“信息库法、主体交互法、信息隐匿法、虚拟现实法、网
上与网下教育结合法。”⑤

６．关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途径的研究。主要成果包括：

２００９年葛晨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方法途径探析》提
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工作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高校要抢占网络教育新阵地，唱响网上思想政治工作主旋律，并釆
取一些具体的策略。”⑥张光慧在《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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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构建的原则与方法［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５）．
吴倬，张瑜．论高校网络德育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与方法［Ｊ］．思想教育研究，

２００９（１）．
宋元林．网络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导论［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杨直凡、胡树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构建与创新［Ｊ］．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２００７（７）．
宋元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构建［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２００９（２）．
葛晨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方法途径探析［Ｊ］．教育探索，２００９（１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初探》一文“从加强课上课下全方位教学、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建设、

在社会实践中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开展主题活动、心理指导等

方面，对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新途径进行了探索”。① ２０１０年何

星舟在《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遇与途径》一文中提出“思

想重视、改革两课、依法治网、占领网络与自律教育”五个途径。②

２０１１年杨军丽在《基于网络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途径》中

提出“精心设计专题网站、加强服务功能、提高针对性、强化效果、

典型示范、加快队伍建设等途径”。③

（二）国外学术界研究现状
由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复杂原因，国外学者们关于大学生网

络思想教育的研究虽无“名”但有“实”，他们的网络思想教育做到

了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国外称之为信息伦理学或网络伦理

学，例如美国杜克大学开设了“伦理学与国际互联网”的课程。国

外的研究主要是“从技术层面或伦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

教育学等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与探索”，④研究的重心主要在高校大

学生思想道德的形成及教育上，有许多关于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

重要影响的著作，如：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三部曲之一《网络社

会的崛起》、马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和《信息方式》、埃瑟
·戴森的《２．０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尼葛洛·庞帝的《数字

化生存》、丹·希勒的《数字资本主义》、托马斯·鲍德温等的《大汇
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戴维斯·莫谢拉的《权力的浪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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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前景１９６４———２０１０》等。值得关注的是，

１９７６年曼纳（Ｗ·Ｍａｎｅｒ）提出了 “计算机伦理学”的概念。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引发了大量的伦理冲突与道德困惑，
西方国家开始重视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如美国计算
机伦理学家摩尔的《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罗格逊和拜努的《信息
伦理学：第二代》等。桑迪·布林顿、奥拉·里伯在《虚拟学习环境
的教学评价框架》一文中提出应提高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工作者网
络环境意识。此外还有２０００年美国麦克尔·海姆在《从界面到网
络空间》中指出：“虚拟实在的本质最终也许不在技术而在最高层
次的艺术。”①２００５年哈斯卡姆、Ｅ·斯科恩菲尔德斯在《数字式学
习环境下解决问题的模式》中指出，高校网络使思想教育具有更高
的文化和科技含量，应当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染。②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
从近年国内外研究动态来看，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利用网络进行的大学生思想教育方法隐现出一种生活化的
模式，虽然他们的教育内容与我国不同，但其方法、途径等为我国
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带来了诸多启示，值得我们批判地借鉴。例
如可以借鉴他们把对大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融入高校整体课程体
系的做法。

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剖析了网
络对大学生思想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对网络时代背景下的
高校思想教育的方法、手段、途径等方面做了积极地探索。无论是
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系的研究，还是方法运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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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成果对高校的网络思想教育具有一
定的理论依据和应用参考价值，也为高校网络思想教育的实践提
供了行动指南。同时，这些观点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有益的借鉴。然而国内已有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改
进的地方。一是针对“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专门研究和
实践探索大多数是感性的、零散的、经验总结式的思考，而从系统
化、理性化的角度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论著与论文比较少。目
前，国内还没有“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专著论述和系统的
论文分析，与此相关的绝大多数论述也只是针对互联网对大学生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对高校思想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然后从
教育的观念、原则、内容、形式、方法、途径、手段、队伍、机制和创新
等方面提出一些增强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实效性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等等。这样的研究对增强“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实效性还
远远不够。二是对“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提出创新的、成体
系的方法与路径的研究较少，有些学者虽然也提出了一些不错的
方法，但这些方法基本上漫谈的居多，系统探讨的较少。三是概念
混乱，论域模糊，即对“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研究涉及的许
多重要概念、判断和推理随意性的表达、使用多于严格科学的界定
和审视。四是创新不足，未能从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角度进
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比如，“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实际上
是网络传播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结合，而如何根据网络传播原理和
“９０后”大学生的接受心理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以提高其教育传
播的实效性则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从总体上来讲，“９０后”
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进一步增强
理论研究的针对性，需要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的整合。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目前，人们对“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创新的研究仍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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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短论为主，系统的、全面的论著还不多见，薄弱的理论研究相对
于迅猛发展的网络而言，显然是滞后的。本书的写作正是基于２１
世纪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与“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理论研究
相对薄弱的情况，从“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基本理论下手
进行分析，着重从“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变革创新的层面进
行理论探索，力求从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首先，本研究从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法途径等几方面寻找
切入点，提出相对更加合理的关于“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
概念、内容、原则、方法、对策等等，对进一步完善“９０后”大学生网
络思想教育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次，本研究顺应２１世纪网络时代的发展，将研究视角定位
于“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创新，力图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
探索出专门针对我国高校“９０后”大学生特点的网络思想教育的
一系列方法与途径，在思想教育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创新。

再次，本研究主要针对“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研究中的
不足及其实效性不强的原因，从网络传播学和思想教育学相结合
的角度对高校网络思想教育进行新的研究，并对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传播模式、传播过程、传播因素以及传播效果的影响与制约规
律进行分析，研究增强“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实效性的有效
对策，以期对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社会实践有所裨益。

四、研究方法

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坚持从“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
育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论述中力求将方法的理论阐释与“９０
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实践经验的总结结合起来，坚持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把解决“９０后”大学生的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增强时代感与针对性，使论证更为合理、更有说服力。

二是文献资料分析法，主要参考近年来国家关于思想教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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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络的指导性的文件，有关思想教育的基本原理、方法，互联
网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论著，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等，对其进行深入
研究，从而使文章内容更加充实，论证更加有力。

三是比较分析法，将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教育方法与网络思想
教育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将网上的思想教育方法与网下的思想教
育方法进行对照研究，在借鉴传统的、国外的思想教育方法和相关
学科的知识基础上，对高校“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进行
创新。

四是辩证分析法，即对互联网的特性、影响以及“９０后”大学
生网络思想教育的传播过程和教育传播因素以及网络传播效果理
论的影响等进行辩证的分析和研究，从而趋利避害，发挥其积极作
用，避免其消极影响，以达到提高“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实
效性的目的。

五是系统分析法，即对“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进行系统
的分析和研究，宏观地把握网络传播的复杂性与高校网络思想教
育实效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寻其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与特点，为
增强“９０后”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实效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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