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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一代”与青年公民教育

摘要：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当代青年作为“网络新一代”，呈现出网络化生存更加凸显、

社会观察更加自主、个性表达更加直接和有效、信息获取更占优势、新媒体特征更加明显等基本特征。

“网络新一代”的网络化生存给传统公民教育的阵地、方式和内容都带来了挑战。在网络条件下开展青年

的公民教育，要从主体意识的培养、主流价值的引导、参与方式的互动、榜样作用的拓展、网络素养教育

的提升等方面进行加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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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当代青年作为“网络新一代”，融合了青年和网络的基本特征。“网

络新一代”的网络化生存方式给传统公民教育带来了挑战，在改善传统公民教育的方式和内容的过程中，

如何在网络条件下开展青年公民教育，已成为当前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网络新一代”的基本特征

如果把“70后”和在此之前出生的网民称为网络移民，那么“80后”、“90后”就可谓是纯正的网络

原住民了。因“80后”、“90后”是伴随着数字与通信技术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故本文把这一代青少年

称为“网络新一代”。2012年7月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

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

在网民总数中，10～29岁青年占55.7%，而在手机网民中，青年的比例甚至更高。[1]

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当代青年已经成为网络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在网络时代里，“人人

拥有麦克风，个个都是通讯社”。美国著名学者塔普斯科特曾用8条标准来界定“网络一代”：“网络一

代”珍视自由，看重在每件事情上作出选择的权利；他们喜欢按照自己的要求量身定做，喜欢个性化；他

们对一切都明察秋毫；他们要求开诚布公，在决定买什么、去哪里工作时也是如此；他们喜欢娱乐，边玩

边工作、上学；他们喜欢合作；他们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快点发生；他们期待不断创新。[2]本文认为，当代

中国青年的特征已经同网络的特征有机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网络新一代”的基本特征。

（一） 网络化生存更加凸显
所谓网络化生存，从宏观上来讲，就是以数字化信息网络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

态度。从微观上来讲，是指各种信息采用0和1组合成二进制编码的形式，通过数字化信息网络对其进行加

工、处理与转换，从而对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及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不同层面的实践活动施加影响

与控制，以此主导着人类社会有序运行、协调发展的人类生存方式。[3]“网络新一代”是握着鼠标成长起

来的一代，这一代人的成长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是同步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宅”，网络化生存已在

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

对于“网络新一代”来说，他们的网络化生存表现为在网络上从事着各种日常活动，即可以“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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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进行学习、工作、娱乐、交友和购物。“宅”并没有让他们与外界失去联系，反而使他们的生活非

常精彩。以网络娱乐为例，在一项对青年的调查中，当被问及“您最近上网主要做什么”时，15.1%的被

调查者选择“在线视听”，14.3%选择“玩网络游戏”，可见利用网络进行娱乐的青年人数也是比较庞大

的。[4]他们不再依赖于父母或老师，网络成为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的最好朋友。值得关注得是，网络化生存

正在逐渐影响到更为年轻的“00后”。据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大陆7岁以上儿童六成有QQ，两成有iPad，

很多孩子从小就成为“宅童”，他们在平时放学后的自由时间里，超过80%都在看电视、动漫、上网、游

戏，即便是在周末，他们进行郊游、参加体育运动的时间也不到20%。[5]因此，以“00后”为主的城市儿童也被

称为“宅童一代”。

（二）社会观察更加自主
随着信息传播更为自由和信息获取渠道更为广泛，当代青少年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形成自我判断的能

力越来越强。开阔的视野使他们更愿意相信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调

查显示，青少年中有58.2%的人不赞成“广播电视里的消息总不会错”的说法。[6]实际上，自主的社会观察

已经成为“网络新一代”的另一特点。他们公开宣称：“我们的大脑不是别人的跑马场”，“我们自己的

问题自己扛”。网络给青少年提供了自由探索的渠道，也培养了他们自由探索的思维方式，因此，他们更

愿意对社会现象和公共事件进行自主的观察。尤其是“90后”一代，开放的社会氛围使得“90后”强烈地

希望彰显个性和表达自我，而无限广阔的网络平台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表达空间。这使得“90后”一

代意识更加自主，视野更加开阔，信息搜集能力更强，他们喜欢独立地观察、认识和思考问题，独立判断

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评判事物的标准更多元，尊重利益多样化，反对不加思考地接受强加的说教，渴望话

语权平等。[7]

（三） 个性表达更加直接和有效
“网络新一代”具有强烈的追求自由的天性，他们总是试图打破束缚自己的一切羁绊和枷锁，他们最

不能忍受的就是条条框框的限制，他们憎恨独裁和专制，向往自由的天空、开放的世界，自称是“为自由

而战”的斗士。“网络新一代”的个性表达更加自由和直接，他们善于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甄

嬛体”、“元芳体”、“陈欧体”等专属于他们的语言层出不穷，他们善于通过动漫、微小说、微电影等

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网络新一代”的个性表达不仅直接，而且有效。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日益成为重要的公共意见。从近

些年的重大公共事件可以看出，青年在网络条件下发出的声音逐渐被社会重视，青年已经成为公民参与的

重要力量。网络社区、网上论坛、微博、微信等网络载体成为他们个性表达和汇聚意见的平台，成千上万

的网络青年自组织通过网络汇聚青年、组织活动、发表意见、形成影响。“网络新一代”的动员能力已经

对社会形成了重要影响，他们已经成为网络中意见表达的主力军。

（四）信息获取更占优势
在当今知识大发展、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及时有效地获取信息显得更为重要。在网络背景下，人们

已经不像传统农业和工业社会那样艰难地获取信息了，网络时代使得网络已成为各种知识信息的“集散

地”。“网络新一代”完全可以“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他们天然的创新思维优势使得他们在信息

获取方面优势明显。更为明显的是，“网络新一代”如今是全球互联网行业的领军者和主力军，他们一边

在创造着信息，一边又展现着获取信息的独特优势。此外，从代际比较来看，“网络新一代”的信息技术

优势更是明显。相较于父辈而言，青少年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水平普遍更高。调查发现，在互联网使用方

面，只有18.2%的青少年认为父母、老师比自己的水平高，而且有不少青少年网民的父母是不会使用互联

网的。[8]可以说，“网络新一代”已经成为信息获取的优势占有者和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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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媒体特征更加明显
“网络新一代”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始终充满了新媒体元素。随着微博、微信等即时通信平台的迅

速崛起、发展，使用这些新媒体社交平台的青年越来越多。《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显示，即时

通信超越搜索引擎、网络音乐和网络新闻，成为我国互联网第一大应用，用户数量达到4.15亿人。手机即

时通信使用率最高达到83.1%。我国微博用户数量已达到2.74亿，中国网民使用微博的比例已经过半。[8]

新媒体的表达渠道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广大青年之中，他们每个人都拥有网络“麦克风”，他们发表的短小

精悍的言论被广泛评论、转载，言论的重要性和散布的广泛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时代。一项调查显

示：拥有智能手机的大学生的手机信息月平均流量达到250兆，这就意味着，超过78%的大学生的手机QQ、

微博、人人网等社交平台处于24小时联网状态。移动互联网将网络渗透到了青年生活的每个角落、每个时

段，这给青年展现个性提供了良好的平台。[10]可以说，青年的新媒体表达和思想的移动化传播已经成为一

种社会常态。

二、青年网络化生存对传统公民教育的挑战

在网络社会中，传统的公民教育已经无法适应青年的新特征和新需求了，青年网络化生存给传统公民

教育提出了挑战。

（一）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弱化了传统公民教育阵地
传统的青年公民教育阵地主要有学校、家庭、社区等。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社区教育，这些传统

的公民教育阵地都是在一定的现实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受一定时空范围的局限。网络的出现拓展了青年公

民教育的空间和渠道，为青年公民教育运用网络载体提供了可能。

网络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征使网络日渐成为青年公民教育的主要阵地，网络也逐渐体现出传统教育阵

地所不能比拟的时空优势。在时间上，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青年公民教育的开展将不仅仅局限于学生有

限的在校时间，更不仅仅限于有父母陪伴的时间，网络使青年可以随时地接受公民教育。在空间上，青年

接受公民教育也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和学校等现实空间，网络作为虚拟空间可以将学校、教师的教育资源进

行整合，并实现与其他公民教育资源的共享，从而突破了现实空间的限制。

（二）网络的自由性、个性化消解了传统公民教育方式
传统的公民教育是一种主客二元化的单向灌输教育方式，这种建立在权威主义基础上的教育方式更加

强调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割裂了教育过程中价值引导与受教育者自主建构的

有机统一。

网络的兴起给传统公民教育方式带来了挑战。一方面，网络的自由性提升了青年公民教育的主体地

位。网络为青少年主体性的生成提供了广阔空间。与现实社会相比，网络没有中心，没有身份差别，更没

有师长们的权威，“网络新一代”在网络公民教育中接受的是主动性、启发性的教育，他们能够通过平等

参与、自由互动的方式来接受公民教育。另一方面，网络的个性化增强了青年公民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

力。在网络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不再是千篇一律，“网络新一代”可以通过图像、声音、动漫等多种形

式进行公民教育体验，公民教育的方式更加多样，教育内容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大为增强。

（三）网络的多样化、草根化冲击了传统公民教育内容
在传统公民教育中，青年获得的教育内容主要是从教科书中和长辈、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得来，教育方

式的单一性制约了青年获取更多的教育内容。而网络的出现冲击了传统公民教育内容。

网络是信息的海洋，涵盖人类的所有知识领域，并且还在不断地更新信息。信息网络化大大丰富了青

年公民教育的内容，克服了传统教育内容单调、信息贫乏的不足。网络上丰富的信息内容为开展青年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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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提供了巨大的信息资源。随着“网络新一代”获取教育内容的增多，青年开始挑战原有的、从课本上

或长辈那里学到的教育内容，他们通过网络资源对权威化的传统价值模式提出挑战。与此同时，伴随着海

量信息的到来，各类价值文化相互交织、融合和渗透，形成了网络文化多元并存的现象，这对既有的主流

文化和道德观念有较大的冲击。

三、网络条件下开展青年公民教育的路径选择

网络条件下的公民教育，是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提升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公民技能等公民素养的一切

实践活动。“网络新一代”给公民教育带来了挑战，也给公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美国政治学家卡罗

尔·佩特曼认为：网络参与的最大功能就是教育。因此，青年在网络条件下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教育，但这

种教育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本文认为，在网络条件下，应着重开展以下方面的青年公民教育。

（一）主体意识的培养
主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社会身份、法律地位、自

身主体性、权利与义务等的理性认知，它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主体意识主要包括权利义务意识、民主

意识、责任意识等。

培养“网络新一代”的主体意识，首先要培养青年的权利义务意识。形成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意识

是培养合格公民的前提，通过权利义务意识的培养，让青年在网络中既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也能规范自

己的行为。其次，要培养青年的民主意识。通过微博、网络社区等多样化的网络参与方式，培养青年对社

会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网络民意、网络议政等青年网络参与对社会日益发挥着强大影响力，深化了青年的

民主意识。此外，还要培养青年的责任意识。要在自由的网络空间里培育青年的公共理性和道义责任，养

成对国家、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使之成为既有权利意识又有责任意识、既能自尊又懂得尊重他人的

合格公民。

（二）主流价值的引导
网络既是“伊甸园”，也可能是“潘多拉的盒子”。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和互动性在青少年学习知

识、获取信息、交流思想、开拓思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网络的虚拟性、隐蔽性和无约束性等又使

他们很容易受到色情、暴力以及对社会阴暗面过度描述等诸多不良信息的侵蚀，使他们往往忽略网络伦理

而导致网络道德失范。[11]因此，对于“网络新一代”来说，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一个交

流情感的平台，更是一个树立价值观和追求真理的载体。网络的开放性加速了各种价值文化的相互激荡，

多元化的价值并存给“网络新一代”提供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公民教育要结合“网络

新一代”的特征，运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用真实的案例来传播正确的价值理念，重点传播以民族精

神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规范青年网络道德行为，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

（三）参与方式的互动
网络媒介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多元互动的参与方式。一条140字的微博能够在短时间内呈爆发性的扩散

传播，一条留言能让QQ群的成员瞬间聚集。在网络公民教育中，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互动性特征，尤其是充

分利用即时通讯工具，让过去只作为信息接受者的青年网民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使他们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和参与权。基于网络技术的个性化服务和聚合特征，要充分发挥微博、播客、论坛、社区、跟帖、QQ、问

答搜索等社会性网络的作用，让“网络新一代”越来越多地以主体性身份参与到信息传播中，感受网络互

动带来的公民教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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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榜样作用的拓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网络新一代”中，网络意见领袖就是他们的榜样和偶像。当代雷锋郭明义

的微博聚集了超过1500万的粉丝。著名演员姚晨的粉丝量更是达到4000万之多。统计发现，在姚晨的粉丝

中，“80后”和“90后”占到其粉丝总数的90.6%，其中，“80后”达到40%，“90后”达到50.6%。

网络意见领袖的“利益无关性”使其更能得到网民的信任。而网民对于网络意见领袖的信任少了权

力、利益等外界压力，更加真实、更加本性，这使得网络意见领袖对网上公众的影响也更加有力、更加深

入人心。[12]随着网络发展的深入，网络意见领袖的言行将会对“网络新一代”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行

为习惯等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因此，在公民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和拓展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

多发现青少年身边的典型，多宣传身边的榜样，让青少年在榜样的影响下接受公民教育，推动青少年公民

意识的形成。

（五）网络素养教育的提升
要对“网络新一代”开展网络责任与安全意识教育，对网络媒体和网络运营商进行职业伦理和企业社

会责任方面的教育和约束。引导“网络新一代”提高网络素养，涵括网络参与的话语系统、国家认同、舆

情知识、安全知识和道德自律等内容，要提高他们网络使用的理性程度，特别要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形成正

确的社会观察和正确认识虚拟空间同现实生活的区别，防止网络沉迷。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对发生较多的

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开展防范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对预防网络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宣传和引导，提醒广大青年

注意识别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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