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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失真信息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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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围绕网络失真信息对大学生成长的影响开展了研究，总结概括了大学生易受失真信息影响并进行传播的原因，并提出

了应对失真信息对大学生消极影响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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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的普及，与日俱增的各式信

息使大众逐渐疲于思考，自我的主观认知超越了客观的事实真相，

各式各样的失真信息充斥着网络。

大学生作为网络用户的主力军，由于自身辨别能力不足外加缺

乏正确的引导，极易被网络谣言误导，有时会损害他人甚至是社会

的利益。因此，深入研究大学生受失真信息的影响，采取积极有效的

应对措施，减少其对大学生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具有极大的现

实意义。

2 失真信息对大学生的影响
2.1 无所适从，主流价值观偏离

身心尚未成熟的大学生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在价值观的

评价和选择上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极易产生价值取向与主流价值

观的偏离。此外，网络平台上存在着些许三观不正的网民发布并传

播伪善言论，大学生由于社会经验和辨别能力缺乏，易受其影响，导

致自身的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产生偏离，甚至出现拜金主义、享乐

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价值观，严重危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2.2 不辨真伪，认知思考能力下降
互联网时代下，自媒体平台上的信息以“短、平、快”的传播模式

极大地满足了大学生对多样化信息的需求。这样的快餐式阅读习惯

很难让大学生在形形色色的信息中仍保持阅读思考能力，辨别出各

类信息的真假。并且，长时间的快餐式阅读容易导致大学生浮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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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乏耐心，在阅读篇幅长且内容复杂的文章时，难以进行深度思考，

这将会弱化大学生对于复杂事物的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进而影响

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专业学习。

2.3 事件反转，社会信任感丧失
近年来，网络上的虚假新闻泛滥，很多热点新闻在未公布真相

之前不断被媒体炒来炒去，不停地反转，影响公众的正常认知和判

断。据调查，高达 88.4%的大学生关注网络上的反转事件，其中
88.11%的大学生认为反转事件对信任的危害非常大或比较大，网
络上的虚假新闻和舆论反转对大学生社会信任感的危害不言而喻。

2.4 人云亦云，失真信息加速传播
近年来，各式各样的失真信息不断刷屏着大众朋友圈，众多大

学生不假思索进行转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谣言的传播者、网络

暴力的煽动者、甚至是网络违法事件的帮凶。大学生群体正处于步

入社会的人生节点，他们热衷于关注社会热点事件，分享意愿强烈，

但是由于社会经验匮乏，对事件的判断极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

2.5 行为失范，社会责任感削弱
由于新媒体具有较强的自由性、交互性与匿名性，众多大学生

在网络虚拟世界中随心所欲、肆意妄为，产生诸多网络失范行为，诸

如滥用标新立异的网络语言、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等。在自由宽松

的网络环境下，大学生逐渐降低了自我道德的约束，丧失了社会责

任感，网络上大学生的道德失范行为层出不穷。

3 大学生易受失真信息影响并进行传播的原因
3.1 新媒体平台准入门槛低，创作内容混杂
当下网络环境的隐匿性、虚拟性、复杂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使得

网络平台中灰色、庸俗信息严重泛滥。大学生面对媒体平台上质量

参差不齐的混杂信息，极其容易被网络上的诱导性信息所影响、被

失真信息所误导，甚至陷入疯狂传递失真信息的泥潭。

3.2 互联网信噪分贝扩大，社会公共理性降低
互联网环境下舆论的复合传播使得环境“噪音”激增，作为受众

的大学生们思考交谈的时间被信息的光速传播压垮，互联网平台对

海量的信息来不及处理反应，就被网络群体舆论的声音湮没，社会

公共理性被迅速降低，容易出现被失真信息误导并进行下一步传播

的现象。

3.3 大学生缺乏媒介素养
处在高校学习阶段的大学生们的心理和生理都已经趋于成熟，

但是他们对舆论的认知方式还未塑造完善，加上社会生活经验与人

生阅历匮乏，大学生在看到失真信息时，无法做到完全理性地去判

断和看待所发生的事件。透过近段时间的公众事件，我们不难发现，

有些时候，作为信息受众和传播人的大学生并不是恶意传播失真信

息，而是由于缺乏媒介素养，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大家一起吃

瓜”的心态进行失真信息传播。媒介素养缺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

学生群体进一步传递失真信息。

3.4 大学生深度思考能力匮乏
互联网飞速发展时代下，大学生群体不断地被鼓励蜻蜓点水般

地从丰富多彩的信息来源中广泛收集碎片化的信息，以电子阅读

器、智能手机等为载体的网络数字阅读渐成趋势，“大学生正从个人

知识的学习者演变成电子数据丛林中的猎人和采集者”。系统阅读

和深度思考能力的缺失使得大学生在网络平台上遇到失真信息时，

不会理性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直接选择相信媒体所呈现、报

导的内容。

3.5 高校缺乏网络舆论方面的引导和教育

近年来，国家网络舆论监督力度加大，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如

《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互联网络传

播权保护条例》等，但是它们大多属于部门规章或行政法规，对于网

络违法违规行为、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的认定没有明确规定，可操

作性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于网络平台上“遵纪守

法”的意识，出现肆无忌惮的利用新媒体平台转发失真信息、发表不

良言论的行为，甚至进行网络暴力。

4 积极应对失真信息对大学生消极影响的具体策略
4.1 加快新媒体平台伦理机制构建进程
传统媒体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报道社会热点事件。传

统媒体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更好地迎合大学生的阅读方式以增强其

自身导向作用。建立健全信息主体实名机制要求新媒体平台对信息

制造者和信息传播者的个人信息进行登记收录，在个人隐私权得以

保障的情况下，力争信息收集完善，使得违法违规的网络行为“有迹

可循”，进而规范媒体参与者在新媒体平台上的行为，提高参与主体

的责任意识。

4.2 加强对大学生的正确引导
首先，高校应该有意识地增强自身作为教育者的话语权，从而

更好地指引大学生参与网络活动。其次，高校还应当充分发挥学校

心理机构的作用，定期开展相关心理活动，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对大学生进行心理进行疏导。第三，高校应当构建教育网络平台，大

学生能够更好地获取信息、强化学习、分享生活、表达感情和感知社

会。这样以来，大学生能够获得一个可以进行自我表达的平台，以合

理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而非在网络上以不合理的行为助虐失

真信息的传播。进而起到完善大学生心理建设、塑造良好人格素养

的作用。

4.3 提高大学生自身理性辨别能力
大学生应当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通过

参加社会实践，学会更深角度、更宽范围地看待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增强自身的社交沟通能力，避免在遇到问题时，以不当的方式去传

播或者散布偏离事实本身的言论，而忽视了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沟

通的方法。

4.4 推进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国家要加快相关立法进程以规范网络舆论生态方面的不合理

行为，从而更好地约束新媒体平台上两大主体的网络行为。同时也

要加强执法力度，严惩具有恶劣社会性质的网络媒体参与者，规范

其网络行为。国家还应该加大网络法律宣传力度，向广大网民普及

网络司法知识，强化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的观念。只有从国家层

面进行网络司法知识的宣传引导，才能得到广泛的响应和号召，提

高网民的网络法律意识，强化网民的责任意识，规范网民的网络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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