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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行为调查报告——以武汉大学为例 

 

一、调查目的 

高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殿堂，更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民族精神

以及人类精神的殿堂。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用网络的大学生人群迅

速扩大，互联网已经成为青年学生学习、娱乐、交友的重要工具，互联网对青年

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个性心理等也产生了非常重

要的影响。 

为了深人了解我校学生上网行为及其心理动机，准确把握学生网络行为及心

理特点和规律，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开展了本次大学生网络

行为调查。本次调查有助于分析判断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提出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新办法、新举措，构建健康网络环境、建设和谐

校园。 

二、 统计数据分析 

1. 被调查大学生上网率较高，上网频率较有节制 

学生一周内每天平均上网时间居多的是“1—3 小时”，占比 52.3%。“3—6

小时”的比例是 24.7%，“6 小时以上”的占比 14.2%。40.8%的同学表示自己上

网时间“偶尔”比自己预计时间要长，39.6%的同学上网时间“经常”比自己预

计的要长。但是依然有超过 37.1%的同学能坚持半天不看手机，27.3%的人能坚

持一天，23.8%的同学仅能坚持 2—3 小时。 

2. 大学生网络行为的主要特征及浅析 

（1）上网目的。调查显示，大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集中在：聊天、看新闻、

学习或工作、通讯或联络等方面。占被测大学生总数的 48.7％的同学表示上网主

要目的是聊天；主要目的是看新闻、下载音乐的人占 19.2％；以下依次是：学习

或工作、通讯或联络、其他；把网络游戏列为主要目的之一的仅占 3.7％。这表

明大学生上网还是将通讯功能放在首位的。同时，以获取信息和学习为主要目的

的比例也不小。因此，大学生上网的积极意义应当肯定。在这几年引起社会关注

的大学生玩网络游戏成瘾现象，在这次调查中明显占少数。调查还表明，大学生

的娱乐兴趣正从以前的单向娱乐（如听音乐，看娱乐新闻、电影等）向聊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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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等双向互动娱乐型转变。 

（2）网络真实性。调查显示，大部分被测大学生在网上聊天时“基本都讲

真话”，占 79％。对网友信息“半信半疑”和“大多相信”的人占 41．9％和“25.1%”。

在结交网友后 35.4%的大学生“有时候会”让网友得知自己的真实信息，34.6%

“肯定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信息。这表明大学生在网络虚拟世界扮演的角色大

多是真实的，对网友普遍存在一种轻信心理，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心理防御机制。 

 （3）网上不良行为。在对大学生网络不道德行为的调查中，数据显示，在

网上抄袭过论文的人占 76.6％；有 84.2%的人习惯从网络上下载盗版软件；有 59

人在网络上讲过脏话，占 18.3％；有 16.9%的人浏览过暴力或色情信息。在对大

学生网络违法行为的调查中。有 3.9%的人故意传播过病毒或破坏他人的电脑系

统；有 9 人侵犯过他人的隐私，在网络上发布他人的隐私或者恶意攻击他人，占

1.9％；有 10 人在网上散发过不良政治谣言，占 2.1％。这表明大学生的网络道

德和网络违法（甚至网络犯罪）的意识淡薄，大学生在网上违法和不道德的行为

状况不容乐观，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4）网络依赖。调查显示,42.4%的大学生在不上网的时候觉得“干什么都

没意思”，其中男生占比 61.3%，女生 48.7%。51.6%的人面对繁重的学业压力或

心情不好时选择上网来缓解压力或发泄情绪；当手机没电的时候 54.0%的大学生

会“欠缺安全感”；选择把空闲时间花在网上而不是和其他人一起活动的人占到

了 41.7%，因为上网减少了与家人的交流出现频率为 28.7%。这表明大学生网络

依赖度逐年上升，且男生比女生的依赖度略高，因此我们必须对男大学生网络依

赖乃至上网成瘾现象予以重视。 

以上问卷调查的数据看，大学生的网络行为主流仍是积极健康的。大部分大

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能力培养等方面有益的信息，以开

阔视野，扩大知识面；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网络这一特殊媒介，与他人交流和沟

通思想，从而扩大自己的人际交往。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上网主要目的是为

了娱乐、消遣，少数大学生的网络行为甚至偏离正确方向而走向损害他人利益，

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道路。特别是少数大学生表现出的迷恋网络和网络的

不良行为等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3. 网络价值的评价和网络道德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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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生对网络的态度和看法。调查显示，有 72.5%的人当需要找生活

或学习资料时，首先选择的是互联网；有 60.8%的大学生认为网络对他们的学习

帮助很大；有 31.9%的大学生认为网络对他们的学习帮助不大。这表明网络已经

突出并稳固的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并得到大学生的积极肯定。这些

事实都说明我们在开展大学生网络德育工作时，不能过分夸大网络的负面影响。

片面强调使用网络的弊端。忽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在指导思想的制定和

具体操作的执行上出现不必要的偏差，而减弱网络德育的实效性。 

（2）大学生对网络行为的价值评价能力。调查显示，有不少大学生对网络

行为价值的判断有很大的偏差．网络自我保护意识方面也比较淡薄。数据显示，

有占 85.8％的人认为访问色情网是不道德的，收到黄色邮件会“直接删掉”。但

却有占 11.0％的人认为上黄色网站属于个人私事，收到黄色邮件会“看完再删掉”。

关于网络不文明用语，65.2%的人表示反对，但仍有 28.4%的人认为无所谓。对

黑客看法的调查显示，有 78.9%的大学生认为黑客行为是“不道德的，这是一种

破坏行为，应当控制”；仅有 4.3%的人认为黑客的行为“很厉害，是一种英雄”。

82.6%的人从来没有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在网上搞恶作剧；有翻墙经历的人仅占

大学生的 44.0%。 

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水平总体较高，有健康正确的网络认知能力。

但是与传统的道德规范相比，新时期下的网络规范是“不健全的，尚待与社会相

适应的”（认识到这一点的大学生占到了 72.4%）。 

4. 调查大学生对校园网络德育和校园网建设的态度 

高校虽然很重视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但目前在整体上并未实施系统的网络教

育。在对校园网站行为的调查中。有 43.6%的人“偶尔”登陆校园主页；2.4%的

大学生经常关注校园珞珈山水 BBS，88.7%的人表示“从来没有”或是“很少”

关注。在对校园门户网站的调查中，41.6%的人表示“很少关注”，而在对 59.4%

的“关注”或“经常关注”的同学进行提问的过程中，47.9%的同学表示最喜欢的版

块是“自强新闻”，43.9%的同学表示最喜欢的版块为“淘课啦”。这也从侧面反

映了大学生对校园新闻和校园课程信息的关注度。 

在对校园网络新媒体的调查中，88.7%的同学表示经常关注，远远超过对校

园网站的关注度。其中，42.4%的同学表示更喜欢“掌上武大”微信公众号，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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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更喜欢“武汉大学官方微信”，更喜欢“全心权益”微信号的同学占到了 15.2%。

在 51.2%的经常关注“掌上武大”微信号的同学中，76.3%的同学表示出了对“信

息全面”，“功能健全”,“形象可爱鲜明”的喜爱。而更喜欢“武汉大学官方微信”的

同学中则表示“信息量更大”，“更权威”，“内容更主流”是它的强项。 

三、调查反映问题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通讯技术、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正越来越广泛地渗透

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深刻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交往方式和个性心

理等。对于在校大学生，互联网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首先，它已经广泛渗透到

学生的学习生活领域，成为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

学生的视野，增加了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途径；它使学生能够更快捷、更方便、

更广泛地了解外部世界，融入外部世界，而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

圣贤书”。通过远程教育、网际学校以及下载学习软件等方式，大大地拓展了学

生学习的空间、改变了以往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育模式，从而极大地满

足了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要求。其次，互联潮带来学习的革命的同时，也

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由于网络世界具有虚拟性、开放

性和极强的参与性等特点，而网络文化又是开放、多元共存的，这就使大学生的

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 

1. 大学生上网依赖度明显提升远比“网络游戏成瘾”危害大。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的基本前提和人类

生活的一种基本需求。但在现实世界里，人们的人际交往心理由于受到多因素的

影响，并不能全体公正地对待多友交往的对象，这就非常容易使自信心正在长成

的大学生们在现实世界的交往中受到种种挫折而自怨自艾自怜。而互联网却能够

克服现实交往中的种种规范对人的异化．弥补大学生在现实交往过程中不能满足

的交往主体意识的精神需要，满足大学生平等、民主、张扬个性的需要，并有助

于大学生的自信心的提高，因而受到大学生们的忘情追崇。 

大学生网络上的交往范围大多只限于同辈的交往。他们与成人之间的社会互

动较少，代际间的学习、互动明显不足。同时，网络的虚拟性、自由性加剧了青

年的自我封闭，人际关系疏离与淡漠，忽视现实社会的存在，淡化社会责任，使

人们之间的交往缺乏感情色彩和协作精神。因此．尽管网上交友是大学生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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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因为网络的虚拟性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存在着机器的阻碍，

这种交往去除了互动双方的诸多社会属性，并带有“去社会化”的特征，与现实

社会情境中的社会化相去甚远，从而导致大学生现实人际关系的淡漠与疏离，致

使大学生走向社会化的能力不断弱化和衰退。 

2. 提升校园网的吸引力迫在眉睫。 

目前，高校校园网的建设在吸引大学生兴趣和登陆率方面仍显乏力和弱势，

尤其“红色网站”在栏目的设置、内容、形势、互动平台的建立和管理等方面，

与在巨大资金支持下的商业网站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积极推进校园网

的软硬件建设，不断开发和强化以各种主题活动为主题的栏目建设。真正为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证。 

3. 开设网络德育课势在必行。 

在课堂教学这一主阵地上．全国高校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整体开展对大学生

开设系统的网络德育课教育，学生的网络道德和法律意识的培养还处于自发行为。

大学生要成长为一个社会的人，就得学习社会或群体的规范，培养自己的价值观

念和社会角色，从而使自己逐步具备作为这一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所应具备的知识、

技能、态度、情感和行为。网络是现代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崭新载体和一种全新

的现代教育手段，它有助于大学生通过自我学习、自我研究、自我开发使自己的

知识得到完善、综合、渗透与发展，从而使个体逐步形成符合社会需要的价值观

和行为，为大学生主体素质的现代化及发展提供可能性。 

四、构建高校健康网络环境的思考 

大学生的网络行为调查结果显示，高校网络德育课的提出和加强迫在眉睫。

高校应尽快将网络德育课尽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范围，对青年学生进行有针

对性的网络引导和疏通，构建起防范和教育大学生不良网络行为的机制。 

首先，最基本的是在课堂主阵地上对青年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在目前网络

新发展的社会环境下，网络德育课进入高校课堂已经呈必然趋势。只有这样，高

校才能坚守固定的主流平台开展对大学生网络道德规范、网络法律意识、网络认

知等方面的教育，养成大学生积极、健康、规范、良好的网络行为，达到教育预

期的有效性。其次，必须提高辅导员和学生工作人员整体队伍的素质和教育能力。

我们必须有目的注意选拔一些具有一定政治素质和网络技术的教师，充实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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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队伍，并对现有的辅导员队伍进行网络技术、网络知识和网络法律理念等

培训提高。最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网站的开发和建设。对大学生网络

行为的教育和引导不能墨守成规，必须尝试用新媒体的方式手段进行解读，将思

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和服务性于一体。要想真正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

学校需要从人、财、物上进行有效投入和建设，真正发挥新媒体和网络技术的作

用，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实现课堂阵地和网络熏陶全方位的教育和引导模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