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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调查河南省３９６７９名在校大学生的社
交媒体偏好、网络使用时长、网络游戏使用频次、视频平台选择、常用的网络购

物应用、网购消费金额、移动阅读数量和参与互动情况等网络使用行为，发现：

社交聊天是大学生的主要网络行为，重度网络游戏用户占比较少；网络购物消

费比较理性，热播网剧收视率较高；网络阅读总体数量偏低，参与网络互动的积

极性不高；网络言论相对比较理性，网络自主学习能力不强。应根据大学生网

络行为特点，对其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创新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形式；结合国内外热点事件，针对性地进行网络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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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发布的２０２１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

结果显示，２０２１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３０１２所，

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４４３０万人，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５７．８％［１］。如今的在校大学

生以“００”后的互联网“原住民”为主，他们不但

是网民中学历层次较高的群体，也是网民中相

对比较活跃的群体之一。目前的互联网尤其是

移动互联网已经渗透到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

个方面，上课、阅读、聊天、购物、娱乐、点餐、订

票等都离不开互联网。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

谈的方式了解在校大学生网络使用现状，总结

大学生网络行为习惯和特征，可以为高等教育

行政部门改善大学生网络行为管理提供决策依

据，同时也可为高等院校进行大学生网络素养和

思想政治（以下简称思政）教育提供经验借鉴。

目前的大学生网络行为研究主要包括定性

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其中定性研究相对

较多，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

生网络行为特征与引导策略分析；二是针对大

学生网络行为的某一方面进行讨论分析。定量

研究在２０１５年以后呈逐渐增多趋势，研究通常

是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得到基础数据和第

一手资料，在对其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大学

生网络使用行为的现状、特点、问题，同时提出

相关对策建议。定量研究主题也集中在两个方

面：一是对大学生网络使用行为的全面调查，此

类研究一般以某所高校或某个地区的高校为

例，样本量通常从几百到几千不等，仅有个别研

究样本量是上万的；二是针对大学生网络使用行

为的某一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与分析，此类研究

样本量通常都在１０００以下，但是调查的问题相

对详细和复杂，对各种变量的分析比较深入。

通过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可以发现，现

有研究中还没有针对河南省在校大学生网络使

用行为的全面调查，有关河南省大学生网络行

为的相关研究只有两篇，一是李凤娟等［２］进行

的２０１３年河南省大学生网络成瘾行为现况调

查，二是张占东等［３］以河南省８所高校为例进

行的中西部高校大学生过度消费行为与动机研

究。鉴于此，本文拟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

方式考察河南省大学生网络使用现状，分析其行

为特征和原因，并提出规范和引导其行为的建

议，以更好规范和引导大学生网络使用行为。

　　一、研究概况

　　１．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时间

本研究采用在线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

法，研究对象为河南省内不同专业、年级、性别的

在校大学生，包括少量研究生，涉及河南省十几

所大专院校。共发放问卷４４７１９份，回收有效

问卷３９６７９份，深入访谈在校大学生１８名。研

究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

２．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从回收到的有效问卷的性别构成来看，男

性１８４３５名，占比４６．４６％；女性２１２４４名，占

比５３．５４％。从研究对象的专业类别来看，文

史类学生２２５１３名，占比５６．７４％；理工类学生

１７１６６，占比４３．２６％。文史类学生占比较高的

原因有两个：一是目前在校大学生中文史类专

业女生占比普遍较高；二是文史类专业大学生

参与问卷调查的积极性相对较高。从参与调查

的大学生的学历层次来看，专科学历 ２３１０８

人，占比５８．２４％；本科及以上学历１６５７１人，

占比４１．７６％。调查对象中专科学生比例高于

本科及以上学历约１６个百分点，这也基本符合

目前河南省在校大学生学历层次的人数比例。

　　二、大学生网络使用行为现状调查

　　１．社交媒体偏好

从大学生常用社交媒体选择来看，腾讯系

应用占比最高，微信占比 ９２．５５％，ＱＱ占比

８３．１４％；其次是抖音和微博，分别占比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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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４２．５９％；Ｂ站占比 ２７．３３％，知乎占比
１９．９４％，今日头条占比８．４０％，其他应用占比
８．１６％。在其他类社交应用中，幽默搞笑类应
用“最右”是大学生使用较高的 ＡＰＰ之一，快
手、豆瓣、小红书等也有一定数量的用户群体。

２．网络使用时长
在网络使用时长选项中，每天上网３～５小

时的用户占比最大，达到３７．４３％；其次为１～３
小时，占比３０．４６％；再者为５小时以上，占比
２４．６１％。每天上网１～３小时和３～５小时的
大学生网民数量占比达到６７．８９％，这说明大
部分大学生的每天上网时长处于正常的区间水

平。在深入访谈中了解大学生在线学习情况

时，大部分学生表示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高校多采取网络授课方式进行教学，

学生在线学习和上网时长明显增长，但是恢复

线下教学以后，进行网络在线学习的时间相对

减少，目前网络在线学习主要用于学生自己购

买的考研或者英语课程，以及部分老师布置的

慕课学习任务。

３．网络游戏使用频次
在对大学生网络游戏使用频次的调查中，

仅有１７．８２％的大学生表示经常上网玩游戏，
从来不玩游戏的大学生占比为２１．８７％，偶尔
玩网络游戏的占比为６０．３１％。对于大学生来
讲，网络游戏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偶尔玩游戏可

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过度沉迷游戏不但对身

心健康不利，也容易荒废学业。由此可见，大学

生沉迷网络游戏者较少。通过访谈可知，大部

分受访者选择网络游戏的原因就是消磨时间。

４．常用的视频应用
在网络视频平台的选择上，腾讯视频、爱奇

艺和优酷排名前三，占比分别为 ７４．１８％、
５８．７４％、３２．３７％。Ｂ站、芒果ＴＶ和韩剧社也有
较高的用户量，其他选项中搜狐视频、西瓜视频

等也有一部分大学生用户群体。腾讯、爱奇艺与

优酷平台的视频资源相对丰富，如《庆余年》《大

明风华》《赘婿》等热门电视剧均以独播或联合

点播的形式进行播出；且其自制的综艺节目，如

《拜托了冰箱》《明日之子》《吐槽大会》等综艺或

选秀节目也能较好地迎合大学生群体的偏好。

５．常用的网络购物应用
在大学生的网络购物平台选择上，淘宝一

家独大，占比９３．５４％；拼多多占比５１．３８％，位
居第二；京东占比３５．１８％，位列第三。淘宝、
京东作为传统网购平台，在大学生群体中一直

有较高的用户使用率。拼多多作为近年来快速

崛起的、以价格优势吸引用户的移动购物平台，

其下沉用户策略正好迎合了大学生消费群体。

在其余平台中，微信、抖音、唯品会、快手的使用

比例也都超过１０％，尤其是以抖音、快手为代
表的直播带货平台，这两年发展势头迅猛。

６．网购月度消费金额
在大学生网购月度消费金额选项中，

５６．８４％的大学生选择月度消费金额为１００～
５００元，占比最高；２７．９９％的大学生选择月度
消费金额为１００元以下；１０．９３％的大学生选择
月度消费金额为５００～１０００元；仅有 ４．２５％的
大学生选择月度消费金额超过１０００元。从目
前大学生的消费情况来看，除吃饭是在学校食

堂或饭店消费外，日常生活用品大部分都是通

过网络平台购买的。

７．移动阅读数量
通常情况下，大学阶段是学生进行图书阅

读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时期，大部分大学生都通

过微信读书、ＱＱ阅读、掌阅等移动阅读客户端
进行数字阅读，但是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大

学生年度网络阅读图书的数量不容乐观。每年

在网络平台阅读３本以内图书的占比４０．５６％，
阅读３～５本的占比２９．７９％，阅读５～１０本的
占比１５．７９％，阅读１０本以上的占比１３．８６％。
通过访谈可知，大学生网络阅读的平台主要集

中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微博等社交媒体，以

新闻资讯等碎片化阅读为主，整本数字图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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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量不高。

８．参与网络互动的状况

从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大学生网民在跟帖、

评论、弹幕等网络互动方面比较谨慎。３６．４１％

的大学生表示从不跟帖、评论或发送弹幕；在上

网过程中偶尔进行跟帖、评论与弹幕发送的占

比最多，为５９．１５％；而经常跟帖、评论与弹幕

发送的大学生占比仅为４．４４％。

９．对网络传播内容的满意度

在对目前网络传播内容满意度的问卷调查

中，１８．１５％的大学生表示“非常满意”，认为目

前网络传播内容健康丰富、积极向上；３５．１９％

的大学生表示“比较满意”，认为网络传播内容

以积极健康为主，但也夹杂一些虚假有害信息；

２５．９６％的大学生表示“基本满意”，认为内容

较为丰富，但是信息良莠不齐，需要加强网络内

容管理；２０．７０％的大学生表示“不满意”，认为

虚假、垃圾和有害信息较多，需要加大力度进行

互联网传播内容的整顿治理。

１０．网络发言状况

由上面的调查数据可知，大学生参与跟帖、

评论、弹幕等网络互动行为的积极性不高，因此

发表偏激或不当言论的概率就更小。通过调查

可知，仅０．９５％的受访对象表示经常发表偏激

或不当言论，偶尔发表偏激或不当言论的占比

５．１９％，完全没有发表过偏激或不当言论的占

比７７．５５％，很少发表偏激或不当言论的占比

１６．３０％。因此，对大学生网民加强网络素养和

法规教育，引导其理性表达观点非常有必要。

　　三、大学生网络使用行为分析

　　１．社交聊天是其主要网络行为，重度网络

游戏用户占比较少

即时通信一直是互联网重要的基础功能之

一，也是用户使用率最高的互联网应用。进入

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ＱＱ等在线聊天工具已

成为大学生网民使用最频繁的社交应用。中国

青年网记者的调查显示，大学生上网时，８３．９３％

的学生主要是在社交聊天，其次是查阅资料和

听歌，分别占６２．４６％和５８．６１％［４］。此次调查

结果与中国青年网的调查数据基本一致。通过

访谈可知，早期大学生主要的聊天工具是 ＱＱ，

随着微信用户的增多和功能的强大，家人、亲

戚、同学、老乡等都在使用微信，学校、班级和社

团发通知都通过微信群，同时微信也具备在线

支付、新闻阅读、视频通话、网络购物和休闲娱

乐等功能，更能满足大学生的多元化需求。因

此，目前微信的使用频率略高于 ＱＱ，成为大学

生使用频率最高的社交应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

４９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我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

长达到２８．５小时，较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提升２．３小

时［５］。也就是说，我国网民平均每天的上网时

长大约是４．０７小时。从此次调查结果可以看

出，河南省在校大学生网民的每天上网时长与

全国网民基本持平，互联网重度使用者比例并

不太高，尤其是沉迷网络游戏的用户占比较少。

通过访谈可知，大学生除每天的课程和作业外，

还有各种考试和社团活动，因此，上网主要集中

在每天的碎片化时间。这些也是在校大学生接

触网络游戏的频次并不高、沉迷网络游戏的只

是极少数的原因。

２．网络购物消费比较理性，热播网剧的收

视率较高

网络购物目前已经成为广大网民日常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校大学生也是各个电商平

台的常客，这从各个大学校园内外林林总总、生

意兴隆的快递网点可以略见一斑。大学生作为

网络新生事物的较早接受者，除使用淘宝、京

东、当当、拼多多、唯品会等传统网购平台外，还

经常使用小红书、闲鱼、网易严选、得物、抖音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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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新兴网购应用平台。通过访谈可知，衣物、

食品、化妆品、图书、电子产品是大学生网购的

主要物品，女生的网购频次要高于男生。虽说

大学生网购的用户数量比较庞大，但是由于经

济收入所限，大学生网购物品的单价通常不高，

月消费金额平均保持在 ５００元以下。张禹石
等［６］对在校大学生的网络行为调查显示：当代

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频繁发生，网络消费费用

相对较高，有４７．０８％的大学生出现过过度网
络消费的现象。与此次调查结果相比，河南省

在校大学生网络购物平均消费水平整体不高，

网购消费行为相对比较理性，过度网络消费现

象较为少见。

目前网络视频平台达到空前繁荣的黄金时

期。２０２０年以后，网络视频节目内容品质迅速
提升，各平台商业模式逐渐成熟，长短视频平台

业务呈融合发展趋势。近年来，追看热播网剧

也是大学生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于受环境

条件制约，大学生收看网剧主要通过腾讯视频、

爱奇艺、Ｂ站、芒果ＴＶ等手机ＡＰＰ观看。大学
生偏好的剧作基本上都是由网络小说改编而

来，如《赘婿》《庆余年》《陈情令》《长安十二时

辰》等。根据访谈可知，一个宿舍通常会购买

一两个ＶＩＰ会员账号，用于追看热播网剧或综
艺节目。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已知或已取得成

功的 ＩＰ作品，网络评分和同学推荐是大学生选
择网剧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当红明星的参与

也是大学生选择网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３．网络阅读总体数量偏低，参与网络互动
的积极性不高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３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发布的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

２０２１年，我国成年国民的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３．３０本，有８．７％的国民年均阅读１０本及以上
电子书［７］。从此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河南省

七成在校大学生年度网络阅读数量在５本以
内，也就是说，河南省在校大学生的电子图书阅

读量与我国成年国民的平均水平相当。由此可

见，大学生作为成年国民中学历层次较高的群

体，电子图书的年度阅读量并不高。从对部分

大学生的深入访谈可知，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

是高校都有图书馆、资料室等较为便捷的免费

借阅纸质书的便利条件；二是大学生阅读的专

业类图书，网络阅读平台的资源并不丰富，网络

平台以小说和畅销书为主，因此纸质图书阅读

还是大学生的首选。

社交媒体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即时互动性，

跟帖、点赞、评论、发弹幕等成为年轻网民的主

要网络行为。但从此次调查结果来看，大学生

参与网络互动的积极性并不高，尤其是在微博、

抖音、Ｂ站等开放性社交媒体平台上，大学生用
户参与发帖、转发和评论的比例较低。通过深

入访谈了解到，在一些热门网络舆情事件中，大

部分学生表示会跟进和关注，会浏览网友评论，

但是很少参与跟帖评论，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

的观点，除非是自己很感兴趣、感到十分赞同或

反对的观点会偶尔进行跟帖评论。这种现象产

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网络平台中情绪性和偏激性

观点较多，而大学生相对比较理性和谨慎，不愿

卷入偏激的谩骂、侮辱和人身攻击中。

４．网络言论相对比较理性，网络自主学习
能力不强

由于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道德素养相对较

高，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认识比较客观理性，再加

上近年来国家对网络安全和文明上网的宣传力

度加大，大学生的网络素养不断提高，因此在重

大网络舆情事件中，他们的网络发言相对比较

理性。当面对一些社会问题在网络上引发激烈

讨论并形成多种观点时，大学生也会参与讨论、

保持关注，大部分大学生能理性对待，认真进行

思考和辨析，而不是随波逐流或被他人观点左

右［８］。即便如此，由于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互联网对大学

生“三观”的塑造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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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的网络行为进行进一步的规范管理和

正确引导。除普及、宣传网络管理的相关法律

法规外，还要不断开展提升大学生网民的道德

自律意识的活动，如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系列活动、举办网络素养教育大讲堂、签署

文明上网倡议书等。

互联网给大学生的生活、社交、娱乐和学习

等都带来巨大便利，丰富的网络信息满足了大

学生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需要。但是从调查

结果来看，社交聊天、新闻资讯、观看视频、网络

购物、网络游戏等休闲娱乐行为是大学生网络

使用的主要目的，而网络课程、在线学习、移动

阅读、查阅资料等学习功能还没有被大学生用

户充分利用。通过访谈可知，除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初期学校组织的密集在线网课外，大学生

平时自主参与网络课程的频次较低。也就是

说，大部分学生没有养成在线学习的习惯，网络

自主学习能力不强。实际上，目前在线学习资

源非常丰富，例如视频课程有中国大学ＭＯＯＣ、

智慧树、学堂在线、超星尔雅等多个在线学习平

台；学术论文有中国知网、万方、维普、超星、网

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Ｗｉｌｅｙ等多个国内外学术

资源服务平台。因此，大学生应充分利用各种

线上学习资源和平台，提高网络自主学习能力。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

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９］。作为

网民中学历层次较高的群体，大学生是未来国

家建设的中流砥柱，在众多网络舆情事件中，其

“准社会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了解在

校大学生网络使用现状、行为特点和相关需求，

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网络素养教育、思想

政治引领和网络舆论引导。

首先，应根据大学生网络行为特点，对大学

生加强网络素养教育。网络素养包括网络信息

获取能力，网络信息辨别能力和分析能力，网络

信息批判能力和解读能力，以及网络信息生产

能力和网络学习能力［１０］。从目前在校大学生

网络行为特征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

大学生网络素养：一是提高大学生对互联网的

正确认识和自律能力。由调查可知，目前少数

大学生还存在因沉迷网络游戏、参与网络赌博

和过度收看网剧而荒废学业的现象，这就需要

教育大学生从宏观上认识互联网的“双刃剑”

作用，对网络信息具有批判意识。二是提升大

学生的网络信息辨别分析能力。近年来，大学

校园中网贷骗局、网恋欺诈事件频繁出现，凸显

出部分大学生信息识别能力不强、网络安全意

识淡薄、风险防范知识缺乏等网络素养短板。

因此，相关部门应通过普法宣传和案例教学的

方式，提升在校大学生对网络虚假诈骗信息的

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三是培养大学生的网络

学习习惯和自主学习能力。由调查可知，目前

大学生使用网络的主要目的为社交聊天、娱乐

休闲和网络购物等，电子书阅读和在线学习的

使用频率较低。因此，今后应以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网易公开课、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以

及各种移动阅读平台为依托，逐步培养大学生

在线学习习惯，提高其网络自主学习能力。

其次，应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创新网络

思政教育形式。近年来，网络思政教育形式日

臻丰富，如以“青年大学习”“全国大学生同上

一堂课”等为代表的网络思政课程都取得了较

好的传播效果。但从总体上看，我国高校目前

的网络思政教育课程形式还过于单一，“填鸭

式”灌输教育仍然存在。通过访谈了解到，部

分学生对网络思政教育相关课程不感兴趣，认

为其只是在学校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学习，学习

效果并不明显。大学生更喜欢创意性较强、表

现方式多样、内容个性化且有互动参与感的网

络思政教育形式，如《人民日报》的 Ｈ５创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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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照、央视《我和我的祖国》快闪和短视频栏目

《主播说联播》等。大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率

非常高，微信、ＱＱ、微博、抖音、知乎、Ｂ站等社

交媒体是其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思政

教育工作者应把思政教育的优质内容通过各种

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分众化传播，以覆盖更多的

受众细分群体，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当前

青年大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日益多样，网络思

政教育不是简单地完成从三尺讲台到网络平台

的场景转换，而是应推动传统思政教育与网络

平台交互融合，真正使网络思政教育入眼、入脑

和入心。

再次，应结合国内外热点事件，有针对性地

对大学生进行网络舆论引导。作为标志时代最

灵敏的晴雨表，大学生群体易受到各种网络舆

论的影响和干扰。因此，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密

切关注大学生的网络思想动向，尤其是在一些

关键的时间节点和重大网络舆情发生期间，实

时对在校大学生的相关网络言论进行监测和分

析，及时发现苗头性网络舆情，并进行准确研

判、客观分析、快速处置和正确引导。面对纷繁

复杂的网络舆论场，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牢牢掌握舆论话语主动权，把握好舆论引导的

时、度、效。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别

境外自媒体发布信息质疑中国国产疫苗质量和

“动态清零”政策，部分大学生由于对复杂的国

际国内形势认识不清，容易被不良信息干扰和

迷惑。对此，相关部门应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

舆论关切，以防不良信息误导青年大学生。同时

应加大对谣言、流言和不实信息的整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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