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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进全民进入自媒体时代，信息快餐式的传播导致知识碎片化愈演愈烈，大学生被网

络所束缚，沉浸于碎片化知识与信息当中，仅仅接收知识或信息的某个模块，不能或不愿意获取知识或

信息的完整结构。真正的知识应该是全面的、有结构的，知识碎片化吸收，使得大学生认知不够深入、

思维浅薄，逻辑混乱、推理简单，干扰了对知识的整体把握和宏观认知，对大学生的思维形成隐性的束

缚，丧失了自我能动性和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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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prompts the whole people to enter the era of “we media”,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fast food leads to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knowledge. Col-
lege students are bound by the network, immersed in fragmented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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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nly receive a certain module of knowledge or information, unable or unwilling to acquire the 
complete structure of knowledge or information. Real knowledge should be comprehensive and 
structured. Fragmented knowledge absorption leads to insufficient cognition, shallow thinking, 
confused logic and simple reaso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nterferes with the overall grasp 
and macro cognition of knowledge, forms a recessive constraint on college students’ thinking, and 
loses their self-initiative and deep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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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网络技术已经渗入到大学生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全民自媒体时代已经到来。信息与知识的碎

片化传播也随处可见，是社会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的必然产物，已然成为“互联网+”时代不可逆转

的趋势。然而，大学生长期沉浸在网络环境当中，对网络信息、碎片化知识乃至网络本身已经有了严重

的依赖，给大学生群体的深度学习带来诸多挑战。就当前现象而言，大学生依赖的是网络信息、网络碎

片化知识及网络本身，然而，就本质而言是大学生缺乏自控能力，内在精神被网络所束缚。很大程度上，

这种束缚是对意识的隐性的控制，如何帮助大学生打破这种隐性束缚，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2. 网络碎片化信息的束缚之境 

2.1. 碎片化知识内容缺失的隐性束缚 

内容缺失导致知识信息客观性不足。通常，我们认为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由物质世界和意识世

界构成，物质世界指客观存在的物体或物体状态。意识世界指意识或精神状态，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人的主观经验、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等主观内容；其二，思想所反映的客观知识，即是客观概念

中所反映的客体世界内容。信息与知识就是人类思想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内容，他们是基于物质世界与现

实社会的产物，但仍会受到主观意识形态的影响，无法完全规避主观性。经过主观意识形态加工，会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信息、知识的失真。例如，为了满足自身利益和特定的需求，一些国家的政府与政客在

对外发布信息时会进行加工与处理，使其更符合自己的利益诉求，如，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过程中表现

出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观点，有悖于自由民主制度和科学、多元融合的价值体系[1]。在这种信息的引

导下，人们认知就会产生偏差。当大学生仅仅依赖该类信息认知现实世界时，在做出判断时必然会出现

偏离或者错误。另一方面，在商业宣传中，也往往利用碎片化知识和信息达到其促进销售的目的。例如，

商业广告对碎片化科学知识的运用，夸大产品的正面效果。以补钙产品为例，广告大肆宣传，在其引导

下，好像人人缺钙。但就事实而言，即便对缺钙人群来说，原因、类型都不同，怎样补，补多少都需要

经过系统的、科学的诊断来确定。但广告不会告诉大众人群之间的区别，只仅仅夸大补钙的作用。但补

钙应因人而异、对症补钙，并非多多益善[2]。如果任由这种数量逻辑、“大众认可”、碎片化知识在隐

性控制我们的思维，那么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与认知必然是扭曲的。碎片化的信息，专业权威信息相对较

少，高校学生难以获取完整的信息，知识系统不够完善，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率和逻辑思维的发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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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网络世界中，大学生表面上能获得更多、更及时的信息与知识，实际上却被困在碎片化信息与

知识的漩涡中，被牢牢掌控和束缚。 

2.2. 从众心理诱导下的隐性束缚 

盲目从众容易引发错误化、片面化认同。通常而言，网络空间包含更多的自由因素，创建了更为平

等、民主的社交环境。在这种“自由”环境中，个体受到较少的制约与束缚，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想要

获取的知识信息。但事实并非如此，网络让个体拥有更多“自由”，但是并不代表没有“中心”和“主

导”的存在。在网络社会中，存在“大众主导”、“大众心理”，这种主导是由社会网民共同塑造的。

网络社会中很容易就某一特定事件形成一些力量强大的意见，左右着人们的思考与行为[4]。这种“大众

中心”、“大众主导”的存在，经常性发挥诱导作用，影响个体的判断。造成大学生在网络中跟随“大

众主导”，被无形的束缚，原因有二。其一，大学生长期性简化观念，杜绝深度的思考。这导致大学生

群体经常“随大流”，将某一事件、观念进行简单化、标签化，看待问题二元对立、非黑即白，而不进

行深入的了解和探究。其二，先入为主，话语围攻，迫使跟随。在大众主导下的主流观点形成之后，虽

然并未明确表明让大学群体认可该观点，但是部分大学生会选择主动跟随。如果有个体提出相反观点时

会受到语言攻击和讽刺等，例如，上述案例中，有个体为轿车女司机辩护时，会遭到群体讽刺，这种情

况下，个体可能会觉得自己观点错误而听从“主流意见”，放弃自己的想法，服从“主流意见”。在“大

众主导”影响下，个体也难以或无法进行思考、判断，被“隐性力量”束缚。网络社会中，很多网民在

激烈的言辞与态度中，容易形成一种非理性的舆论氛围，造成人多势众，给偏激者一种力量感，这些非

理性舆论容易在网络群体中形成一种“优势意见”，通过其感染性而影响整体的认同倾向[5]，此类认同

倾向有时是一种非理性甚至错误的认同，大学生可能这样的氛围中受到控制，不自觉地进入隐性束缚中。 

2.3. 网络大数据技术塑造的隐性束缚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具体社会环境的产物[6]，因此技术有一定的社会性，它虽然是被人们利用的

工具，但并不完全受制于人。就现代网络而言不完全是一种技术手段，而且是对世界认知的一种方式，

因此，网络技术运用不仅是人的主观性活动，并且是推动人行为的客观力量，这种无形的驱动已经成为

大学生潜意识思维的重要部分，通过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影响着个体的日常行为。 
具体到网络碎片化知识、信息而言，它借助网络技术为载体，不断塑造和影响个体，进而对个体产

生隐形的束缚。网络大数据技术通过追踪个体在浏览网页、阅读公号所使用的关键词、文本等对个体兴

趣进行锁定，由此推算个体的思维方式，兴趣领域、碎片化信息特征等，经过大数据技术处理不断给大

学生推送碎片化知识、信息，久而久之，大学生个体思维也会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无法理解与接收系

统性、整合性、逻辑性的知识体系。个体的思维模式由于受到网络技术的影响，而变得机械化，当我们

依赖网络作为理解世界的手段，我们自身的智力将被摊平成为人造电脑[7]。个体在网络技术的深刻影响

下，已经为网络这一技术所控制，吞噬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只留下一副空空的躯壳[8]。长时间处于这

种环境下，大学生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思想会逐渐涣散、注意力持续时间也会下降，逃离我们内在

的自我，依附在网络上，源源不断接收碎片化信息，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3. 破解网络碎片化信息隐性束缚之道 

3.1. 培养掌控碎片化信息的能力 

大学生作为成年人本身应当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教师在施教过程中也应有意识引导学生，

让他们认识碎片化知识、信息对个体潜意识的影响过程及影响方式。为打网络碎片化知识信息造成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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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束缚，首先，大学生应当提高警惕意识，形成科学、完整的知识系统，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

警惕意识即大学生应充分认识到网络碎片化信息知识的不完整性、伪科学性以及其存在对个体意识的负

面影响，并要对负面影响做出回应，不会因网络碎片化信息的负面影响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为。其次，

大学生还应了解碎片化信息影响个体思维的方式，即碎片化信息是通过那种策略、手段、方式等影响个

体思维的。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从网络获取到的碎片化知识信息相对简单，缺乏逻辑，使大学生的

学习变得肤浅，只注重广度而忽视深度，不利于大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对学习者系统化的

学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9]，长期被这种状况束缚，使得大学失去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 

3.2. 掌握信息影响个体的基本策略 

高等学校教育者要引导大学生了解事物的本质及其对个体形成影响的运行策略。一般而言事物对个

体造成影响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显性的、直接的、强硬的方式影响个体；另一种则与

之不同，它并不一定与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仍然具有影响作用，它往往运用较为隐性的、间接的、渗

透的方式引导并影响个体。前者可以称之为“直接影响”的话，后者可以称之为“间接影响”。可以说，

间接影响是网络环境中最主要的影响方式。在高等教育活动中，教师要着重引导大学生剖析网络群体的

互动是间接影响个体行为的本质，在剖析的过程中感知间接影响的存在，把握间接影响的运作方式及其

运行策略。网络碎片化信息，往往带有浓厚的“断章取义”式的色彩，来获得大学生的关注与讨论。从

这个角度出发，引导大学生认识到在讨论热点新闻，热门事件、形成舆论、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形成全方

位的思考，避免无形束缚。 
社会心理学者、心理学家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中的个体存在“自觉的个性”，它是个体的重要

心理特征之一，“自觉的个性”容易受到群体的影响而加强或消失，斯塔夫·勒庞将其概括为：个体因

自身经历、所在环境、外界交互等所形成的对自我的判断、认知、选择等，它包括个人意志、个人能力、

个人意识等[10]。“自觉的个性”对个体在群体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它能够帮助个体实现“自由”生活，

人类社会关系极其复杂，作为个体我们一直处于群体当中，在这种境遇中，“自觉的个性”在很大程度

上能帮助个体受到群体意识的影响，拥有独立的思考，使个体能够理性、自如地参与群体活动，并在群

体中较为健康地生活。因此，在当前的高等教育教学中，应充分培养大学生的自我意识、独立精神等，

为促进大学生更好地应对网络碎片化信息对个体的消极影响，高校思想教育要仅仅把握大学生“自觉的

个性”这一措施，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在教学过程中向大学生展示网络碎片化信息中群体错误性行为对

个体的负面影响，使得大学生意识到“独立思考”、“独立意识”、“独立个性”的意义，不断提升自

我判断的能力。 

3.3. 培养大学生结构化深度学习能力 

“结构”是指事物内部各个构成之间的组建方式。“结构化思维”则是以事物内部结构为对象而展

开的探寻过程，从而把握事物内部各个构成之间的关系[11]。高校教学应引导大学生培养结构化思维，培

养大学生综合使用、辨别信息的能力，个体在认识、处理某一事件时，要形成一个多方获取、灵活处理

的完整过程。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可以通过讲解系统性、整体性的内容，引导大学生从联系的角度看

待问题，对信息本身的关联进行动态建构，让原本零散的信息碎片建立连接，提高大学生信息搜索、识

别、整理、分析的能力。深度学习是每一个碎片化学习者应该具备的一种能力、一种习惯和一种品质[12]。
然而，就目前而言，网络所提供的环境无法满足深度学习的需要，众多大学而生在利用网络碎片化信息

学习知识时，均会有同样的感受即：时间飞快、资源丰富但凌乱，浏览了众多知识点但并不能深入理解，

这是最为明显的表层学习现象，时碎片化学习的典型特征，这种碎片性、肤浅性和零散性的学习并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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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实际的学习效果，大学生群体很难整体、系统地学习、领会、掌握这些知识信息。要打破大学生的这

种学习现状，需要引导大学生进行深度学习，构建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知识体系，形成思维导图式

的知识脉络与图谱，从整体上、深度上关注知识，学习知识，而不能仅仅沉浸于网络碎片化信息的囿于

之中。 

4. 结语 

个体所接触的网络碎片化信息，是网络大数据运算技术根据个体用户浏览、使用习惯而生成的，极

有可能导致个体固守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而不自知，并且理所当然地“回避”了其他的多种可能[13]。网

络技术的出现及应用，使得信息流通更加便捷与迅速，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信息、知识滞后的困境，给大

学生的学习带来极大便捷，但任何技术的运用都具有两面性，在便利生成的同时，弊端也在同时生成。

碎片化信息在加速信息传播的同时，也构架了新的“束缚”框架，削弱了大学生群体的思考能力，使其

陷入“伪学习”的状态之中。网络碎片化信息的传播以及碎片化式学习范式是网络大数据时代所造就的

产物，碎片化学习也逐渐演变为网络时代获取知识、信息的一种重要的、便捷的途径。但是，高校需用

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大数据时代的学习变革，引导大学生群体科学利用新一代网络技术提高学习的效率，

而不能被技术所“驾驭”，在面对网络流转信息的新形势下，增强大学生群体的自我意识、独立思考意

识依然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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