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的同时，也具有很重要的环境保护责任和任务，
发展中国家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合理开发资源，加强环境保

护，避免 重 蹈 “先 污 染 后 治 理”的 覆 辙。第 三，
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对等交流与合作。应对生态

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因此，
要倡导各国之间在处理生态问题上的相互包容、

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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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运用网络上与网络下的联动机制　提高高校网络德育的实效性

崔海英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副教授崔海英博士在来稿中指出：

网络上与网络下联动机制，是指大学生在运 用 网 络 的 过 程 中 所 接 受 到 的 德 育 内 容，不 仅 对 其 网 络 生 活 环 境 中 的

思想观念和网络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还对其现实 生 活 环 境 中 的 思 想 观 念 和 日 常 行 为 产 生 重 要 影 响，从 而 将 网 络 上 的

德育效果扩展延伸到网络下的日常学习生活中。

首先，关注在网络上的思想行为的转变。高校 德 育 工 作 者 应 密 切 关 注 大 学 生 在 网 络 上 表 现 出 的 不 正 确 的 思 想 和

行为，进行信息收集与科学分析，结合实际生活，及时提出 有 针 对 性 的 教 育 对 策，以 逐 步 引 导 的 方 式，对 大 学 生 开

展德育工作。

其次，高校德育工作者还应以渗透影响的教 育 方 式，引 导 大 学 生 将 网 络 上 养 成 的 思 想 和 行 为 渗 透 影 响 到 网 络 下

的个人思想和行为，从而，提升其在现实学习生活环境中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

最后，大学生网络下思想行为又会进一步作 用 于 网 络 上 的 思 想 行 为，使 得 网 络 上 的 思 想 行 为 更 加 符 合 思 想 道 德

规范。包括规范个体或群体大学生的思想和行 为；或 通 过 朋 辈 群 体 影 响 大 学 生 的 思 想 和 行 为。形 成 “网 络 上→网 络

下”的良性循环圈，实现高校网络德育的可持续育人效应。

网络上与网络下联动机制，是对基于 “价值理性”出发的 高 校 网 络 德 育 概 念 内 涵 的 实 践 诠 释，能 够 最 大 限 度 地

提高高校网络德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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