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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twork	“subculture”,	the	network	moral	educa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aces new challen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sub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network moral 
concept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etwork	moral	educa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using	diversified	education	methods	to	carry	out	network	moral	
education.	The	Internet	subculture	also	provides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ith	more	personalized	ways	of	expression,	so	that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and	show	their	personality.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diversified	education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twork	moral	quality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healthy	and	positive	
network cul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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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网络“亚文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女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面临新的挑战。通过对网络亚文化特点及其对女大学生网络
道德观念的影响进行分析，结合高职院校女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现状，提出了运用多元化教育方法进行网络道德教育的
策略。网络亚文化也为女大学生提供了更为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使她们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自我，展现个性。实践表明，
多元化教育方法能有效提升女大学生的网络道德素质，对于构建健康、积极的网络文化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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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网络亚文化逐渐成为一种不可

忽视的文化现象。高职院校女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重要群体，

其网络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网络亚文化的影响。因此，如

何在网络“亚文化”背景下，探索适合高职院校女大学生的网

络道德教育方法，成为当前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2 网络“亚文化”及其对高职院校女大学生
网络道德的影响

网络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形态，以其鲜明的

个性和独特的价值观，正在深刻地影响着高职院校女大学生

的网络道德观念。这种影响既包含积极的一面，也潜藏着不

容忽视的消极因素。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网络亚文化为高职

院校女大学生带来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思想资源。在网络亚文

化的熏陶下，女大学生们能够接触到更加多样化的价值观念

和思维方式，这有助于她们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培养创新

意识和批判精神。然而，网络亚文化中的不良内容也对高职

院校女大学生的网络道德观念产生了消极影响。低俗、暴力、

色情等不良信息在网络亚文化中屡见不鲜，这些内容不仅污

染了网络环境，也对女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产生了冲击 [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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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女大学生可能受到这些不良内容的影响，产生错误的道德

认知，甚至导致网络行为失范，如发布不当言论、参与网络

欺凌等。面对网络亚文化的双重影响，高职院校需要加强对

女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引导她们正确看待网络亚文化，

理性辨别网络信息的真伪，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同时，

还需要通过多元化的教育手段，提升女大学生的网络素养和

道德意识，使她们能够在网络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

正确的道德选择。

3 高职院校女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现状

在高职院校中，针对女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现状呈

现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传统的网络道德教育方

法往往显得单一和缺乏针对性。这些方法往往停留在传统的

理论宣讲和简单说教的层面，未能有效结合网络亚文化的特

点，也没有针对女大学生的具体需求和特点进行精细化设

计。这些方法难以引起女大学生的共鸣，也无法有效引导她

们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另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对网

络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网络道德教育难以形成有效的

教育氛围和长效机制，难以真正发挥其在女大学生网络道德

素质提升中的作用。女大学生的网络道德素质提升速度相对

缓慢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网络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今

天，女大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网络道德挑战。然而，由于

缺乏有效的网络道德教育和引导，她们往往难以形成正确的

道德判断和行为习惯。这可能导致她们在网络世界中迷失方

向，甚至陷入道德困境。

4 多元化教育方法在高职院校女大学生网络
道德教育中的应用

4.1 结合网络亚文化特点开展教育活动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网络亚文化作为一种

新兴的文化现象，正在高职院校女大学生群体中悄然兴起，

并逐渐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独特的文化

现象，以其鲜明的语言风格、前卫的价值观念和别致的表达

方式，为女大学生们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也深刻地

影响着她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

战，学校积极探索结合网络亚文化特点开展教育活动的路

径。然而，单纯地禁止或抵制网络亚文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

根本方法，反而可能引发女大学生们的逆反心理。因此，学

校决定从网络亚文化的特点出发，通过一系列教育活动，引

导女大学生们正确看待网络亚文化，同时提升她们的网络道

德素质。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网络亚文化现象，特别策划了一

系列网络道德讲座。这些讲座不仅邀请了网络文化领域的知

名专家，还吸引了众多对网络亚文化感兴趣的女大学生。讲

座中，专家们用生动的案例和精彩的分析，让女大学生们对

网络亚文化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她们开始意识到，网络亚

文化虽然具有独特的魅力，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不良信息和

价值观。除了讲座，还创新性地开展了网络文明签名活动。

这一活动以集体签名的方式，让女大学生们共同表达对网络

文明的支持和承诺。在活动现场，女大学生们热情高涨，她

们纷纷拿起笔，在签名墙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些签

名不仅是对网络文明的坚定立场和积极态度的表达，更是对

自我行为的约束和提醒。网络文明签名活动的成功举办，在

女大学生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她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

动，她们更加明白了网络道德的重要性，也更加坚定了自己

做一个文明、理性的网络公民的决心 [2]。她们开始自觉抵制

网络上的不良信息，积极参与网络文明建设，共同营造一个

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同时也注意到，这次活动在女大学

生之间形成了一种积极的网络道德风尚。她们相互鼓励、相

互监督，共同维护网络世界的和谐与稳定。这种风尚不仅提

升了女大学生们的网络道德素质，也为整个校园文化的建设

注入了新的活力。

4.2 利用网络平台构建课程体系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网络平台以其强大的

功能和无尽的资源，为现代教育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

高职院校而言，如何利用网络平台构建符合女大学生特点的

课程体系，成为提升网络道德教育水平的重要课题。考虑到

女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在构建课程体系时，注重内容的丰

富性与形式的多样性。学校深入挖掘网络道德教育的内涵，

结合女大学生的实际需求，精心策划并开发了一系列在线课

程。这些课程不仅涵盖了网络道德理论的基础知识，还融入

了丰富的案例分析，让女大学生们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

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网络道德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场景。除了

理论知识的传授，还特别注重实践操作环节的设计。因此，

学校设计了一系列与网络道德相关的实践活动，如模拟网络

社交场景、分析网络热点事件等，让女大学生们能够在实践

中学习，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从而真正掌握网络

道德的实践技能。为了让学习变得更加便捷高效，还特别制

作了微课视频。这些视频内容短小精悍，每一节都针对网络

道德教育的某个热点或难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女大学生

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地通过手机或电脑进行学

习。值得一提的是，微课视频的形式使得学习变得更加生动

有趣。运用生动的画面、精练的语言和鲜活的案例，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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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道德问题变得简单易懂。女大学生们在观看视频的过

程中，不仅能够轻松掌握相关知识，还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这种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不仅提

高了学习效果，还培养了女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考问

题的能力。此外，还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交互性特点，建立

了在线学习社区。在这个社区里，女大学生们可以相互交流

学习心得、分享实践经验，还可以向教师提出疑问、寻求帮

助。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式不仅丰富了学习的形式和内容，

还促进了女大学生们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她们形成更

加全面、深入的网络道德观念。

4.3 加强实践教育提升网络道德素质
在高职院校的教育实践中，深知实践教育对于提升女

大学生网络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单纯的理论传授，虽然可以

为学生们提供基础的知识框架，但要让她们真正内化网络道

德观念，还需通过实际行动去体验和感知。因此，学校精心

策划了一系列网络志愿服务活动，希望女大学生们能够积极

参与其中，通过亲身实践来深化对网络道德的理解 [3]。网络

志愿服务活动的内容丰富多样，形式新颖有趣，吸引了大量

女大学生的关注和参与。在网络文明宣传活动中，女大学生

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创意和才华。她们不仅制作了精美的宣

传海报，还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网络文

明的理念。她们用生动的语言和富有感染力的图片，向身

边的人传递着网络道德的重要性，引导大家共同营造一个

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除了网络文明宣传活动，还开展了

网络文明监督活动。她们通过举报不良信息、参与网络治理

等方式，为网络空间的清朗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活动不仅

让女大学生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网络道德的内涵和要求，也

让她们在实践中提升了网络道德素质。通过这些实践教育活

动，女大学生们不仅增强了网络道德意识，还培养了她们的

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她们意识到自己在网络世界中的一言

一行都可能影响到他人，因此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她

们愿意为营造一个更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而努力，用实

际行动去践行网络道德。她们在参与网络志愿服务活动的过

程中，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网络现象和问题，学会了如何正

确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这些经历不仅提高了她们应对网络

挑战的能力，也让她们更加成熟和自信地面对网络世界。

4.4 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引导正确价值观
在高职院校的教育实践中，女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

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而在其中，心理健康教育不仅

是一种教育手段，更是一种深层次的关怀和引导。因为，一

个拥有健康心理状态的女大学生，能够更清晰地认识网络世

界，更能抵御各种诱惑，从而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为此，

学校特意加大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心

理健康教育讲座，如同明灯一般，为女大学生们照亮了前行

的道路。在这些讲座中，专家们以专业的视角、生动的案例，

为女大学生们揭示了网络信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她们不仅

学到了如何辨识不良信息，更学会了如何坚守自己的原则，

抵御各种网络诱惑。在心理咨询服务平台上，女大学生们可

以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困惑和疑虑，而心理咨询师们则会

用专业的知识和耐心的态度，为她们提供解答和指导。这种

一对一的交流方式，不仅让女大学生们感受到了学校的关

爱，更让她们在心灵深处得到了真正的滋养和成长 [4]。通过

这些活动，女大学生们更加明白，网络世界虽然精彩纷呈，

但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才能不被其中的诱

惑所迷惑。在心理健康教育的引导下，女大学生们逐渐树立

了正确的网络价值观。她们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以

更加积极、健康的态度面对网络世界中的种种挑战。她们不

再盲目跟风，也不再轻易被不良信息所左右。相反，她们能

够坚守自己的原则，用理性和智慧去应对网络世界中的各种

诱惑和挑战。

5 结语

网络“亚文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女大学生网络道德

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通过运用多元化教育方法，可

以有效提升女大学生的网络道德素质，培养其成为具有高尚

道德情操和良好网络行为规范的合格公民。同时，这也需要

不断探索和创新网络道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以适应网络亚

文化的发展变化，为构建健康、积极的网络文化环境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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