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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研究

◆赵东旭

(吕梁学院, 山西 吕梁０３３００１)

【摘要】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和普及,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和影响力日益增强.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网络

法治问题的出现,如网络侵权、网络造谣等.为了保障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德法兼修和全面发展,培育大学生网络

法治素养变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旨在研究自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的培育策略,以提供可行的方案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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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媒体平台作为信息传播和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具有

广泛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 并且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参

与和影响力日益增强。 网络法治素养是指大学生在网络环

境中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安全意识和合规行为能力。

它不仅涉及个体的权益维护，还关乎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发

展。 本文旨在研究自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的培

育策略，通过分析其重要性、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

策略，为大学生的网络法治素养培育提供实用的指导和

建议。

一、自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培育的重要性

自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的培育变得尤为重

要。 自媒体是一种广泛传播信息的渠道，通过网络平台，

任何人都可以自主发布和分享内容。 这种自由度和开放性

给了大学生更多的参与和表达的机会，但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和风险。 首先，大学生是自媒体的主要使用群体之一。 通

过自媒体平台，大学生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经验和创作，

与他人进行互动和交流。 这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

的舞台，但同时会涉及诸多法律内容，如发表作品版权问

题、热点事件点评等，一旦被部分不良人士诱导，就会产生

法律风险。 例如，造谣、传谣，发布不雅视频等。 因此，

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培育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学生的网络

媒体使用和信息获取。 其次，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的培

育，对于他们在自媒体环境下的合法合规行为至关重要。

在自媒体中，大学生需要了解并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尊重

他人的合法权益，不传播虚假信息、恶意攻击他人等违法行

为。 网络法治素养的培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

法律规定，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从而减少

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最后，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的培

育，还可以帮助他们构建健康的网络交往和社交习惯。 在

自媒体中，大学生需要学会尊重他人的隐私和个人权益，遵

循网络道德和行为规范。 大学生应该学会与他人友好交

流，妥善处理争议和冲突，避免参与网络暴力和谣言传播，

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

二、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培育的功能和作用

(一)维护正当权益

随着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

的参与度越来越高。 然而，网络空间也存在着一系列的法

律问题和风险，如侵犯个人隐私、知识产权侵权等。 培育

大学生的网络法治素养可以使他们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权

益，并有效地维护这些权益。

首先，网络法治素养的培育，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自己

的合法权益。 他们需要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如《网络安全

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明确自己在网络空间

中的权益范围。 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大学生可以知晓自己

的语句用语、隐私权、知识产权等权益，并能够识别和防范

侵害行为。 其次，培育大学生的网络法治素养，有助于他

们学会通过合法途径维权。 当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时，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寻求法律保护和救济。 了解相关法

律程序和维权途径，大学生可以主动采取法律行动，维护自

己的权益。 这包括向相关部门举报违法行为、寻求法律援

助、提起诉讼等。 培育大学生的网络法治素养，可以增强

他们的维权意识和能力，提高应对侵权行为的能力。 最

后，网络法治素养的培育还能够帮助大学生了解网络行为的

合法性和规范性。 在网络空间中，大学生需要了解和遵守

网络法律法规，避免从事违法行为，如网络诈骗、网络盗窃

等。 通过学习网络法律知识，大学生可以认识到自己在网

络空间中的责任和义务，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律遵从意

识。 这有助于营造一个法治、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

(二)促进德法兼修

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的培育，在促进德法兼修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 德法兼修是指在法治素养的基础上培养良好的

道德品质，使大学生在法律遵守和道德自觉方面达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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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培育大学生的网络法治素养，可以促使学生遵守法律

法规，形成守法意识。 通过学习网络法律知识，大学生可

以了解网络行为的法律规范和限制，明确什么是合法行为、

什么是违法行为。 学生会了解到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

任何行为都需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这有助于培养大学生

的法律意识和遵法习惯，使自己成为守法公民。 其次，网

络法治素养的培育可以引导大学生秉持良好的道德品质。

法治与道德相辅相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是法治的基础。 通

过法治教育，大学生可以认识到自己在网络空间中的道德责

任和社会责任。 他们会明白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

响，并意识到在网络交流中应该尊重他人的权益、遵循公共

道德原则。 这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公民责任感、道德自觉

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出积极向上、诚实

守信的道德品质。 最后，网络法治素养的培育可以帮助大

学生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在网络空间中，道

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并不完全重叠，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冲突。

大学生需要学会如何在道德和法律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理

解道德与法律的互动关系。 他们需要明确道德的底线和法

律的底线，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的底

线。 这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和法律遵从意

识，使他们能够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

选择。

(三)保障全面发展

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的培育，在保障全面发展方面具有

重要功能。 法治素养的提升可以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

必要的保障，涵盖个人成长、学业发展和社会参与等方面。

首先，培育大学生的网络法治素养，有助于学生的个人成长

和自我保护。 在网络空间中，大学生面临着信息泛滥、谣

言传播等挑战，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 通过培养网络

法治素养，大学生可以学会辨识虚假信息、识别网络陷阱，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个人隐私。 这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

独立思考能力、判断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使他们能够在网络

空间中健康成长，防范网络风险，远离网络陷阱。 其次，

网络法治素养的培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学业发展水平。 在

信息时代，网络成了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通过学习网络

法治素养，大学生可以了解网络学习的规范和法律限制，学

会合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 他们会明白在网络学习中

要尊重知识产权，不侵犯他人的作品权益。 同时，了解网

络学习平台的规则和要求，遵守学术诚信，不做出抄袭和作

弊的行为。 这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学术素养和学业发展水

平，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最后，培育大

学生的网络法治素养，可以增强其社会参与和公民意识。

在网络空间中，大学生可以通过自媒体、社交网络等平台表

达自己的观点和声音，参与社会讨论和公共事务。 然而，

这也需要他们了解网络行为的规范和法律要求，遵循社会公

共道德。 通过学习网络法治素养，大学生可以明确自己在

网络社交中的责任和义务，培养公民的责任感和社会责任

感，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公共事务，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

贡献。

三、自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培育存在的问题

(一)线上线下协同育人力度不足

在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的培育缺乏线上线

下协同育人的力度。 尽管自媒体平台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

源和学习机会，但缺乏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指导。 传统的

线下教育体系往往与自媒体平台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和协

作，导致大学生在网络法治教育方面得不到全面和系统的

培养。

(二)大学生法治观念还未树立

部分大学生在自媒体环境下对法治观念的认识不足。

他们可能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与现实世

界无关，或者对网络法律法规缺乏足够的认知。 这种观念

的缺失容易导致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做出违法乱纪的行为，

甚至参与非法活动。 缺乏法治观念的大学生可能会对网络

版权、隐私保护等法律问题缺乏敬畏和认识，容易产生法律

纠纷和风险。

(三)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培育形式单一

目前，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的培育形式相对单一。 传

统的教育方式主要以课堂教学为主，缺乏多样化和创新性。

学校在网络法治教育方面往往缺乏对于自媒体平台的充分利

用，无法将网络法治教育与大学生日常的网络使用行为紧密

结合起来。 这导致大学生对于网络法治知识的学习过程缺

乏趣味性和实践性，无法有效提高大学生的网络法治素养

水平。

四、自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培育策略研究

(一)优化网络法治教育内容形式，加强理论认知

为了提高大学生的网络法治素养，需要优化网络法治教

育的内容形式，并加强对大学生理论知识的传授和认知。

首先，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教育内容形式来丰富网络法治教

育。 除了传统的课堂授课，教师还可以利用自媒体平台的

多媒体功能，为学生提供具有视听效果的教育内容，如视

频、音频、动画等。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大学

生对网络法治知识的参与度和理解力。 其次，注重案例分

析和实践教学的深化。 通过真实案例的分析和实践教学，

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网络法治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和挑战。

通过分析案例中的法律纠纷和违法行为，学生可以更加直观

地理解法律规定和解决方案。 同时，通过模拟演练和角色

扮演等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网络法治中的问题，提升他们

的实践能力。 最后，将网络法治教育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



专题聚焦

３０　　　 　楚天法治　２０２３．１７

系起来也很重要。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当前的网络法治

热点问题，如网络隐私、网络言论、知识产权保护等，让学

生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念。

如通过邀请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举办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

动，让学生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获取更深入的网络法治知识。

(二)依托自媒体平台，拓展大学生网络法治教育渠道

自媒体背景下，利用自媒体平台作为教育渠道，可以拓

展大学生网络法治教育的覆盖范围和提高影响力。 首先，

建立官方账号和频道，高校可以在自媒体平台上建立官方账

号和频道，以发布网络法治教育内容。 这些账号和频道可

以成为学生获取网络法治知识的重要渠道，发布教育性、引

导性和启发性的内容，如法律法规解读、案例分析、法治教

育活动等。 其次，开展在线课程和讲座，通过自媒体平台

提供在线课程和讲座，将网络法治教育内容直接传递给学

生。 可以邀请专业律师、法学专家和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

线上直播讲座，讲解网络法治知识和案例分析，回答学生的

疑问。 这样的在线学习形式具有灵活性和便利性，能够更

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再次，鼓励学生参与创作，自

媒体平台可以为学生提供创作和表达的场所，鼓励他们在网

络法治教育领域发表个人观点、撰写文章、制作视频等。

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深入思考和理解网络法治问题，还能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表达能力。 相关机构可以设立相关奖项

和比赛，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作热情。 最后，加强社

群互动和讨论，自媒体平台可以建立专门的网络法治教育社

群或讨论组，提供学生之间交流、互助和讨论的平台。 学

生可以在社群中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解答疑惑，共同探讨

网络法治问题。

(三)利用自媒体平台，创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模式

自媒体平台丰富了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教育方式，教师

可利用自媒体平台创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首先，

教师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提供线上教学资源，如网络法治知

识讲解视频、在线教学课件和互动学习平台，学生可以自主

学习和复习，根据个人时间和进度进行学习，提高学习的灵

活性和自主性。 其次，可以针对线上学习内容，组织线下

实践活动，如网络法治案例研讨会、模拟法庭辩论和社区法

律服务。 通过自媒体平台宣传和邀请，吸引学生积极参与

实践活动，加强他们对网络法治知识的实际应用和实践能

力。 这些实践活动可以提供学生与专业人士互动交流的机

会，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学习效果。 最后，整合线上线下

教学资源和实践活动，打造一个全方位的网络法治教育体

系。 自媒体平台可以成为信息发布、学习资源获取、讨论

交流和实践活动组织的中心枢纽。 学生可以通过自媒体平

台获取相关教育内容，参与线上讨论和学习社群，同时，参

加线下实践活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全面提升网

络法治素养。

五、结束语

自媒体背景下，对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的培育具有重要

意义。 通过深入探讨培育策略，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

识、道德观念和网络安全意识，帮助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和应

对网络环境中的法治挑战。 这将有助于维护大学生的权

益，促进其全面发展，并为构建健康、安全的网络空间做出

贡献。

参考文献:

[１]纪紫薇．当代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

学,２０２２．

[２]司文超．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２０．

[３]刘灵昕．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路径探析[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３６(０４):７４Ｇ７８．

基金项目:

吕梁学院校级教改项目,项目名称:自媒体视域下大学生网络法

治素养提升研究,项目编号:XJJG２０２１１７.

作者简介:

赵东旭(１９８１－),男,汉族,山西吕梁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

法治教育.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