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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编制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量表，为相关研究提供测量工具和理论支撑。通过构建家庭体验、

学校体验、压力因素、智能算法推荐、媒介内容负面与网络行为失范之间关系的影响模型，并运用SPSS
和AMOS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媒介内容负面和网络行为失范在不同的大学生个体特征上存在

显著性差异。构建的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良好。学校体验、压力因素及智能算法

推荐对媒介内容负面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媒介内容负面又对网络行为失范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议

在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的预警、惩处和矫正教育中，应考虑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构建网络行为规范生态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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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ile the scale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behavior anomie to 
provide measurement tool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elevant research. Through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impact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experience, school experience, pres-
sure factors, intelligent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negative media content and network beha-
vior anomie, an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using SPSS and AMO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egative media content and network behavior anomie 
among differen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constructed structural equa-
tion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behavior anomie fits well. School experience, pressure 
factors and intelligent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negative 
media content, while negative media cont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network beha-
vior anomie.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early warning, punishment and correction edu-
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behavior anomie, multiple subjects should collaborate to build 
an ecological system of network behavior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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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能算法时代下，智能算法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建构智能算法的大学生网络媒介行为

是适应智能社会的必由之路。信息洪流伴随时代充斥着网络世界，网络已成为大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倡导“人人都是麦克风[1]”的今天，因缺乏伦理约束，网络空间常常充斥着大量内容低俗化[2]、
泛娱乐化[3]、负面化[4]、煽情化[5]、数据虚假[6]、网络暴力[7]、个人隐私被窃取[8]，由于大学生对网

络道德认知水平参差不齐、意志不坚定及自控力差[9]等，致使大学生在网络中表现出随心所欲、肆意妄

为[10]散布谣言、语言暴力媚俗化[11]、心理压力造成的负面情绪宣泄等不良行为，形成大学生网络价值

观念模糊，网络语言放纵随意，网络法律意识淡薄，导致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现象，网络空间并非法外

之地，倡导网络行为规范，寻求网络行为失范的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深入剖析网络行为失范的根

源，切实改善网络行为失范问题[12]。 
由于大学生对网络空间新的伦理规范认知缺失，运营自媒体平台主体的大学生素质良莠不齐[13]、道

德意识薄弱，经常会讨论社会敏感问题，且带有浓厚的个人意志，为了吸粉煽动性表达观点，容易出现

群体“极化”等现象，网络交往过程中存在认知不足，交往主体不真诚[14]，人际关系冷淡[15]等现象，

网络平台为了提高用户的黏性，收集用户喜好并借助个性化“不讲武德”且缺乏人文关怀的算法推荐资

源和信息倡导“精准化”、牺牲“多元化”的推送，致使大学生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被剥夺[16]，导致“信

息茧房”现象严重，加剧大学生的认知偏差[17]，势必会使大学生思想“钝化”“窄化”，伦理价值被削

弱[18]，甚至出现价值混乱、功利化价值观[19]，弱化主流思想的渗透，造成不遵守道德伦理规范的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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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甚至直接对现实生活造成冲击，出现诸如上课迟到、早退、旷课、考试作弊、打架、诽谤等失范

行为。 
当前关于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的研究缺乏定量分析，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为了消除或弱化网络

非主流意识形态挤压主流意识形态，提升网络空间的政治认同感[20]，弘扬主流意识形态，本文分析

了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现象，探究了造成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的原因，编制了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量

表，对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的应对策略，有

助于学校对大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题教育，从而促进大学生网络行为规范、健康、有序的可持续

发展。 

2. 研究假设及模型 

根据家庭体验、学校体验、压力因素、智能算法推荐、媒介内容负面及网络行为失范之间关系，提

出以下研究假设： 
1) 家庭体验对网络媒介内容负面的影响 
家庭教育在引导家长摒弃“过于关注学习”“过于忽视孩子成长”“用成绩的好坏评价孩子”的错

误观念，分析孩子真正需求，建构孩子科学化育人指导体系[21]。但由于部分大学生曾经在家庭教育中受

到“过度保护”“过度拒绝”“过度严厉”导致个体性格存在差异，易于造成网络媒介存在低俗内容和

虚假信息，更有甚者，为了博人眼球和追求经济利益，网络媒介无意识中出现纵容此类现象发生。为了

更好的了解家庭教育因素对网络媒介内容负面的影响，故提出以下假设。 
H1 家庭体验对网络媒介内容负面存在显著相关。 
2) 学校体验对网络媒介内容负面的影响 
正值课程思政大力建设之际，为了摈弃或削弱大学生中普遍存在个人主义或金钱取向的价值观，达

到育人目的，可往往专业课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形式化严重，没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致使这种

现象对网络媒介内容负面起着影响，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 学校体验对网络媒介内容负面存在显著相关。 
3) 压力因素对网络媒介内容负面的影响 
大学生存在学业压力[22]、就业压力[23]、心理压力[24]等，压力大甚至出现抑郁倾向、抑郁情绪[25]

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26]，压力因素对网络媒介内容负面起到一定影响，故提出以下假设。 
H3 压力因素对网络媒介内容负面存在显著相关。 
4) 智能算法推荐对网络媒介内容负面的影响 
智能算法推荐假借为用户打造“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情景，搜集大学生网络行为数据根据偏好进行

精准投喂，使大学生沉浸其中，陷于过度娱乐和信息茧房中，带给大学生成瘾式信息依赖，阻碍价值观

塑造甚至扭曲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致使智能算法推荐给大学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样对网络媒介

内容负面起着影响，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 智能算法推荐对网络媒介内容负面存在显著相关。 
5) 媒介内容负面对网络行为失范的影响 
网络行为失范表现为网络成瘾、网络暴力、网络传谣、恶意跟帖及滥用网络语言等，部分大学生

在学习、生活中出现迷茫与困惑，淡薄网络规范意识，甚至在现实生活中满足不了的欲望，企图通过

网络得以实现；释放人际关系交往中形成的压力，主动沉浸网络引发网瘾。部分大学生长期按不良习

性行事，造成大学生在网络规范认知和自控力方面的缺失。网络媒介内容生产是在网络上创造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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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一种活动，网络媒介内容生产受大学生的情绪和价值观等多维度影响，消极的和不正确的价值

观会生产出负面的网络媒介内容。同样的网络媒介内容负面会加剧大学生网络失范行为，故提出以下

研究假设。 
H5 媒介内容负面对网络行为失范存在显著相关。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建构以家庭体验、学校体验、压力因素、智能算法推荐、媒介内容负面及网络行

为失范之间关系影响模型，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hypothesis model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调查问卷设计 

为了使调查问卷潜变量及测量题项等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通过查阅相关文献采用潜变量对应的

测量题项作为假设变量，结合大学生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关题项的修善。潜变量对应的测量题项各变量的

具体测度如表 1 所示。根据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设计测度五级测量题项，用数字 1~5 来表示，其中 1
表示“非常不同意”，2 表示“比较不同意”，3 表示“一般”，4 表示“比较同意”，5 表示“非常同

意”。调查问卷设计完成后邀请高校同行专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专家及教育类专家进行审阅论证，测

量题项经修改完善后审定，再经小范围的预试测且分析其反馈结果，根据结果作一次修正，确定最终调

查问卷。最终调查问卷含有 18 个测量题项，构造 6 个潜变量，分别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压力因素、

智能算法推荐、媒介内容负面及网络行为失范。 
 
Table 1. Structure of latent variables and measured variables 
表 1. 潜变量和测量变量的构造 

潜变量 测量题项 

家庭体验 
(FE) 

您认为现在家长存在对孩子过度保护现象(FE1) 

您认为现在家长对孩子存在过度拒绝现象(FE2) 

您认为现在家长对孩子存在过度严厉现象(F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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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校体验 
(SE) 

您认为大学生中普遍存在个人主义现象(SE1) 

您认为现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金钱取向的价值观(SE2) 

您认为现在课堂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形式化严重(SE3) 

压力因素 
(SF) 

您面临学习觉得自己消耗了很多精力(SF1) 

您面临未来就业感到忐忑不安(SF2) 

您无法容忍任何阻碍您继续工作的事情(SF3) 

智能算法推荐 
(IAR) 

根据用户播放视频的完播率，同类视频将被优先推荐给用户(IAR1) 

通过用户在看内容等数据，综合筛选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推荐给用户(IAR2) 

根据用户评论的内容，同类信息内容将被优先推荐给用户(IAR3) 

媒介内容负面 
(NMC) 

您认为网络媒介存在低俗内容的现象(NMC1) 

您认为网络媒介存在虚假信息的现象(NMC2) 

您认为网络媒介追求经济利益现象严重(NMC3) 

网络行为失范 
(ABN) 

您认为大学生存在沉迷于网络游戏现象(ABN1) 

您认为大学生存在滥用网络语言现象(ABN2) 

您认为大学生存在浏览网络不良信息现象(ABN3) 

3.2. 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本次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线下方式采用纸质版问卷对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用于

针对小范围对象进行问卷试测，根据反馈的结果修订和完善问卷。线上方式采用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

用于数据建模及分析，本次线上回收问卷 372 份，有效问卷 372 份，有效率 100%。样本基本特征由性别、

学历、年级、政治面貌、身份及家庭所在地六部分组成，基本特征如下：1) 性别特征：男频数为 144，
占 38.7%；女频数为 228，占 61.3%；调查对象中男大学生不到四成，女大学生超六成。2) 学历特征：

专科生频数为 64，占 17.2%；本科生为 308，占 82.8%；专科生占比不到二成，本科生占比超八成，所调

查对象以本科生为主。3) 年级特征：大一为 178，占 47.8%；大二为 121，占 32.5%；大三为 52，占 14.0%；

大四为 21，占 5.6%；调查对象以大一、大二学生为主，占总数超八成。4) 政治面貌特征：群众为 123，
占 33.1%；共青团员为 231，占 62.1%；中共党员为 18，占 4.8%；以共青团员为主要调查对象。5) 身份

特征：普通学生为 228，占 61.3%；班干部 87，占 23.4%；学生会干部 40，占 10.8%，其他干部 17，占

4.6%；调查对象以普通学生为主，占总数超六成。6) 家庭所在地特征：乡村为 204，占 54.8%；城镇为

114，占 30.6%；城市为 54，占 14.5%；调查对象以来自乡村为主，占总数超五成。样本基本特征如表

2 所示。 
 
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表 2. 样本基本特征 

特征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44 38.7% 

女 228 61.3% 

学历 
专科生 64 17.2% 

本科生 308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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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级 

大一 178 47.8% 

大二 121 32.5% 

大三 52 14.0% 

大四 21 5.6% 

政治面貌 

群众 123 33.1% 

共青团员 231 62.1% 

中共党员 18 4.8% 

身份 

普通学生 228 61.3% 

班干部 87 23.4% 

学生会干部 40 10.8% 

其它干部 17 4.6% 

家庭所在地 

乡村 204 54.8% 

城镇 114 30.6% 

城市 54 14.5% 

合计 372 100% 

3.3. 量表信效度分析 

采用克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s α)考察调查问卷内部一致性，α在 0~1 之间取值，α值越高，信度

越好，问卷内部一致性越优；α值在 0.8 以上问卷才有使用价值，α值在 0.85 以上，即表明问卷具有良好

的信度。从表 3 可知，家庭体验、学校体验、压力因素、媒介内容负面、智能算法推荐及网络行为失范

六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值均在 0.8 以上，除压力因素外，其他五个维度 Cronbach’s α值均在 0.85 以上，

且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 CITC 均大于 0.6，表示量表的信度良好。 
从表 3 还可知，所有构面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量均大于 0.5，且显著；家庭体验、学校体验、压力因素、

媒介内容负面、智能算法推荐及网络行为失范六个维度潜变量的组合信度 CR 均大于 0.7，平均方差抽取

量 AVE 除家庭体验和压力因素外均大于 0.5，因此，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Table 3.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of the scale 
表 3. 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变量 测量题项 均值 标准

差 
因子

载荷 
Cronbach’s 

α值 
组合信

度 CR 

平均方

差抽取

量
AVE 

CITC 

家庭 
体验 
(FE) 

您认为现在家长存在对孩子过度

保护现象(FE1) 
2.90 1.026 0.705 

0.862 0.7106 0.4505 

0.670 

您认为现在家长对孩子存在过度

拒绝现象(FE2) 
2.72 0.971 0.666 0.631 

您认为现在家长对孩子存在过度

严厉现象(FE3) 
2.63 0.970 0.641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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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校 
体验 
(SE) 

您认为大学生中普遍存在个人主

义现象(SE1) 
3.03 0.982 0.752 

0.857 0.7933 0.5614 

0.716 

您认为现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金

钱取向的价值观(SE2) 
3.02 0.963 0.773 0.739 

您认为现在课堂融入课程思政的

内容形式化严重(SE3) 
2.99 0.990 0.722 0.683 

压力 
因素 
(SF) 

您面临学习觉得自己消耗了很多

精力(SF1) 
2.97 0.976 0.663 

0.814 0.7281 0.4728 

0.625 

您面临未来就业感到忐忑不安
(SF2) 3.33 1.072 0.751 0.717 

您无法容忍任何阻碍您继续工作

的事情(SF3) 
3.02 0.967 0.644 0.606 

媒介内

容负面 
(NMC) 

您认为网络媒介存在低俗内容的

现象(NMC1) 
3.23 1.048 0.806 

0.892 0.8534 0.6599 

0.772 

您认为网络媒介存在虚假信息的

现象(NMC2) 
3.37 1.053 0.822 0.789 

您认为网络媒介追求经济利益现

象严重(NMC3) 
3.35 1.052 0.809 0.773 

智能算

法推荐 
(IAR) 

根据用户播放视频的完播率，同类

视频将被优先推荐给用户(IAR1) 
3.22 1.036 0.740 

0.937 0.7915 0.5586 

0.703 

通过用户在看内容等数据，综合筛

选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推荐给

用户(IAR2) 
3.29 1.044 0.745 0.707 

根据用户评论的内容，同类信息内

容将被优先推荐给用户(IAR3) 
3.27 1.034 0.757 0.721 

网络行

为失范 
(ABN) 

您认为大学生存在沉迷于网络游

戏现象(ABN1) 
3.31 0.954 0.769 

0.888 0.8128 0.5914 

0.729 

您认为大学生存在滥用网络语言

现象(ABN2) 
3.29 0.981 0.769 0.729 

您认为大学生存在浏览网络不良

信息现象(ABN3) 
3.11 1.010 0.769 0.730 

4. 构建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结构方程模型及分析 

4.1. 构建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过程中考虑的主要因素，采用家庭体验、学校体验、压力因素、智能算法

推荐以及媒介内容负面等五个潜变量测量网络行为失范，根据研究假设以及测量方法构造了如图 2 所示

的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结构方程模型。 

4.2. 模型适配度指标检验 

采用最大似然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从表 4 可知，列出的网络行为失范结构模型检验所需考察的主

要适配指标 Χ2、Χ2/df、GFI、AGFI、RMSEA、NNFI、IFI 及 CFI，经模型拟合值与适配指标推荐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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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得知，模型拟合值均处在适配指标推荐值所在的范围内，满足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即构建的网络

行为失范理论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 
 

 
Figure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misconduct 
图 2. 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结构方程模型 

 
Table 4. Test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it index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指标检验 

适配指标 推荐值 拟合值 

Χ2 愈小愈好 266.505 

Χ2/df <3.0 2.149 

GFI >0.9 0.926 

AGFI >0.8 0.898 

RMSEA <0.08 0.056 

NNFI >0.9 0.966 

IFI >0.9 0.973 

CFI >0.9 0.973 

4.3. 模型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构建模型的家庭体验、学校体验、压力因素、媒介内容负面、智能算法推荐及网络行为失范六个维

度构面潜变量间的假设及其假设非标准化路径系数、标准化路径系数、标准误、临界比、显著性和检验

结论如表 5 所示。可以得知，根据构面潜变量家庭体验对媒介内容负面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047，P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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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0，家庭体验对媒介内容负面的影响不显著；学校体验对媒介内容负面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0.403，P 为

***，在 0.001 水平上，学校体验对媒介内容负面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学校体验呈现负面的学生，其媒

介内容负面表现更好；压力因素对媒介内容负面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0.307，P 为***，在 0.001 水平上，压

力因素对媒介内容负面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压力表现大的学生，媒介内容负面表现更好；智能算法推

荐对媒介内容负面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0.309，P 为***，在 0.001 水平上，智能算法推荐对媒介内容负面存

在显著正向影响；媒介内容负面对网络行为失范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0.899，P 为***，在 0.001 水平上，媒

介内容负面对网络行为失范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实际所得模型和路径系数如图 3 所示。 
 
Table 5. Hypothesis testing results 
表 5.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关系 非标准化

路径系数 
标准化路

径系数 S.E. C.R. P 值 结论 

家庭体验--->媒介内容负面 FE--->NMC −0.050 −0.047 0.075 −0.674 0.500 不支持 

学校体验--->媒介内容负面 SE--->NMC 0.466 0.403 0.097 4.793 *** 支持 

压力因素--->媒介内容负面 SF--->NMC 0.381 0.307 0.089 4.282 *** 支持 

智能算法推荐--->媒介内容负面 IAR--->NMC 0.277 0.309 0.048 5.726 *** 支持 

媒介内容负面--->网络行为失范 NMC--->ABN 0.859 0.899 0.049 17.431 *** 支持 

注：***表示在 0.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Figure 3. Actual model and path coefficients 
图 3. 实际所得模型及路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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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通过对南昌市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构建了以家庭体验、学校体验、压力因素、智能算法推荐以及媒介内容负面等五个潜变量的大学

生网络行为失范结构方程模型且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 
2) 学校体验、压力因素及智能算法推荐对媒介内容负面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体验对媒介内容负

面不存在显著影响，媒介内容负面对网络行为失范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5.2. 建议 

据此，为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提高对失范行为的预警、惩处和矫正教育效果，大学生网络行为失

范应考虑大学生个体、学校教育、媒介、网络监管层面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同向同行，构建大学生网络行

为规范生态体系，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 大学生个体层面，虚实交融性的冒险心理、显隐性的侥幸心理、跨越时空性的放纵心理、即时交

互性的投机心理、忽视现实规约的宣泄心理及多元文化交融的迷惘心理形成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心理因

素，致使网络行为失范的范围扩大、方式多样、状态复杂及性质恶劣。学习和生活未知的压力会出现担

忧、焦虑、烦躁、紧张等情绪反应，要理解接纳自我情绪的变化，在逆境中寻找积极的方面增强自信心、

为自己情绪寻找正当的宣泄口释放压力、练习放松训练缓和负面情绪，实施自我心理健康教育。恪守道

德自律，秉承守底线、亮红线规范大学生言行举止，发挥大学生媒介素养自我教育功能，提升自我媒介

素养的实践活动。 
2) 学校教育层面，高校加强媒介素养师资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专题讲座，构建科

学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发挥学校教导作用；开展丰富多样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通过校园展板等宣传

媒介素养知识，举办学术讲座，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营造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氛围。制定大学生网络行

为规范，纳入学生行为准则，载入学生手册予以下发，在综合素质测评中予以体现，加强学生网络行为

规范的常态化管理。针对出现的网络失范行为通过借助学校规制制度的约束和加强法律教育和伦理教育

等手段防范和治理大学生网络失范行为，采取教育强化其遵规意识和处罚失范行为并重的手段矫正大学

生网络失范行为。网络行为失范矫正教育需加强网络伦理辅导员队伍建设，强化网络行为法律意识，建

立舆论疏导机制，完善网络思政教育体系，净化网络空间，培育网络文明机制。开展大学生喜闻乐见的

网络思政教育，加强网络道德文化建设，潜移默化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阵地话语权和领导权的争夺，通

过媒介强化正确舆论导向，突显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3) 媒介层面，媒介道德失范表现为内容泛娱乐化、低俗化、负面化，信息虚假化，价值功利化。这

些失范现象对大学生的三观造成负面影响巨大。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与网络媒介盲目追逐经济利益分不

开，坚持网络媒介内容审查制，建立失范内容“资源库”，通过算法关键词过滤机制以及对内容和评论

审查等途径，压实媒介主体责任，重塑底线伦理观念，提倡遵守伦理道德规范，杜绝一切对社会造成负

面影响的内容。对智能算法推荐伦理失范动因进行探讨有助于防范算法伦理失范风险，精通智能算法借

助网络行为数据化挖掘用户行为偏好机理，提高智能算法推荐机理的透明度，提出突破信息茧房和意识

形态窄化局限的反制措施，破除算法价值偏见、歧视和引入防沉溺机制，化解智能算法推荐伦理失范的

困境，建构人机价值共融和命运共荣的多元共律信息生态体系。强化媒介自律，倡导伦理主体责任，普

及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大学生伦理意识，面对智能算法推荐精准投送带来的信息窄化，有意识探求多元

和多样化信息。网络行为失范与媒介只看重经济价值而忽略社会价值，发挥网络媒介的正向价值导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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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能算法推荐技术迎合受众偏好，在筛选和过滤信息时容易产生“信息茧房”，致使伦理价值固化。

智能算法推荐技术应以人类福祉为标准，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倡导网络伦理践行能力的自主性，采用人

机结合的认知审核和价值输出机制。 
4) 网络监管层面，网络监管部门也应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强化媒介伦理规范的

价值建构。网络行为失范成本较低，不法言行经过包装和修饰后在网络上大行其道，采用限期删除、封

号等手段进行警告性处罚，并未起到震慑作用。应加大对网络规范的监管力度，优化网络治理体系和提

升网络治理能力，并督促落实执行。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行为伦理道德发展；倡导以文化人，促进优秀网络道德文化繁荣发

展；引导大学生坚持道德自律及道德修身，克服“运动式”问责工作方法，倡导常态化问责机制。倡导

大学生网络规范行为，发挥校园文化的潜移默化地作用，实施价值观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做好大学生

网络行为失范的预防与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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