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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网络社会的崛起为立论基点，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迁的解析为论述主线，围绕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重点研究；结合10多年来的实践探索，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工
作经验和现实课题，进行具体的对策、方法研究，以期为、发展中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增强科学性和
有效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课题的最终成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为五篇共21章。
    第一篇为“网络社会崛起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发展”。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端于育人环境在网络社会条件下的深刻变化。
本篇全面考察了十多年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高校实践探索的典型历程，分析了从“网络危害论
”到“网络工具论”再到“网络社会观”的发展脉络，明晰了网络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新
特征；对“网络社会”的概念作出了综合网上网下两个社会空间的整体性界定，并从技术、社会、文
化三个维度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新变化，阐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实践原则。
    第二篇为“网络环境下虚拟与现实的关系”。
针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提出“网络虚实二重性理论”分析论述了网络世界兼有虚拟性与
现实性这种双重属性以及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关系。
网络环境下的虚拟与现实的关系同时存在着差异性、同一性、对立性和统一性，并可归结为“网络是
现实的延伸”这一命题：网络既是现实的人的延伸，又是现实社会的延伸。
研究指出，促进虚实两个世界良性互动的“强强”力量组合和“优优”价值组合的形成，从而实现人
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两个层次上的虚实和谐，这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目标。
    第三篇为“网络环境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网络环境下主客体关系表现出新的特点和运动规律，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研究认为，网络空间中的主体呈现出虚拟交互、流变交互和界面交互等交互主体性特征，在虚拟交往
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主体际性的主客体关系；可以从信息符号的引导与被引导的角度分析这种主客
体关系，并运用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机制考察其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
主体与客体的客观存在性、主客体关系的情景依赖性和建构动态性。
    第四篇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专题研究”。
本篇从技术、社会和文化三个角度出发，选择了六个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展开专题研究：专题一归
纳分析了互联网的技术特性，总结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所经历的技术应用发展阶段，提出了建构
校园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对策。
专题二分析了博客传播的基本模式、运行机制以及对社会认同的影响，讨论了博客舆论传播的管理策
略。
专题三系统提出了描述网络舆论的指标体系，并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广泛需要的网络舆情调查问题，从
文本内容抽样和内容分析两个环节构建了网络舆论的测量方法。
专题四从危机管理原则、管理框架系统和应对机制模式三方面提出了网络环境下高校危机管理体制的
建设方案和措施。
专题五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话语特点的案例论证，展开了网络话语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分析并提
出了应对策略。
专题六进行了大学生常见网络行为的因素分析和归类，对目前流行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作出修订，分
析了大学生网络依赖成因与动机，针对大学生网络依赖的心理机制提出了团体辅导的干预方法。
    第五篇为“校园网络亚传播圈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在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校园网络亚传播圈的概念，并对其存在性、成因和特性以
及思想政治教育意义作了分析。
在具体分析校园网络亚传播圈的信息内容、网络媒介、用户群体这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的规律的基础上，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信息内容的传播策略、对于校园媒介的运用策略以及
对于不同学生群体的教育方法，进而阐述了基于校园网络亚传播圈三要素互动关系的思想政治教育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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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社会观　　1994年，我国正式成为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国家，从此开
启了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历程。
十余年来，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以遭遇和应对网络负面信息冲击
为特征的被动适应阶段；以各类“红色网站”的建设和网络技术应用为特征的主动应战阶段；以综合
性网络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为特征的自觉深入阶段。
从宏观上看，青年群体是主要的网络使用群体，也是最重要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高等学校是信
息网络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前沿领域，也是最重要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
　　在当前形势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进入到一个相对成熟的发展期，尤其是在高等学校，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格局已基本形成。
在教育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经历了从工作研究发展
到理论研究、从单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到多学科综合研究、从局部研究发展到系统研究的过程。
伴随着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认识到，互联网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渗
透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背景，网络从最初仅仅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工具和手段，逐渐发展成为
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以至于影响到整个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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