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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动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创新，从探讨协同理论的内涵意蕴入手，通过协同理论的视角分析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引入协同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在协同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内

容获取碎片化、方法不够协同、课堂教学主渠道和校园文化不够协调、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未能有机结合、机制环

境缺乏整合等问题。借助协同理论，可以从目标协同、内容协同、方法协同、主体协同和环境协同五个维度构建大

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协同效应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 协同理论; 大学生; 网络媒介素养; 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00 ( 2020) 02－0089－06



收稿日期: 2020－04－07

作者简介: 林 霄 ( 1999－) ，女，福建福州人，研究方向: 文化产业管理、经济管理;

孙 珊 ( 1987－) ，女，福建福州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 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

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运用新媒体新技

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

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教育部

将“网络育人”纳入十大育人体系，强调要 “推动

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引导

师生强化网络意识，树立网络思维，提升网络文明

素养，创作网络文化产品，传播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守护好网络精神家园”［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为大学生

的虚拟生活空间，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近年

来融媒体的兴起更是形塑了一个纷繁复杂的媒介环

境，这就需要大学生具备与当今网络时代相适应的

网络素养。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也随之发生新

变化，面临着新挑战，需要借鉴应用协同理论，为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路径的优化提供新思路。

一、协同理论的内涵意蕴

协同论是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 ( Haken) 教

授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它是指系统内各子系

统之间通过相互协作，自发形成时间、空间和功能

上的有序结构，从而使整个系统形成单个子系统所

不具备的新的结构和功能，它主要包括开放效应、

伺服原理和自组织原理。其中，开放效应是指子系

统在开放的环境下聚集，到达某个临界点时通过相

互协作来提升系统的有序性和整体效应，产生 1+1＞

2 的效果; 伺服原理是指系统内部的若干子系统中，

序参量支配了其他状态变量的行为，决定了系统的

整体结构和功能，对系统演变起决定性作用; 自组

织原理是指系统的子系统在没有外部信息流和物质

流的影响下，内部各成员协同合作，自发形成有序

结构［3］。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系统作为由众多

子系统所组成的复杂开放的系统，各子系统之间也

存在着某种关联运动并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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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效应的产生，取决于能否对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

间的关联运动进行有效干预，最终形成有利于实现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目标的新的组织结构或功

能。因此，协同论的原理与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

育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可以把协同理论引入大学生

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之中，进而找到大学生网

络媒介素养教育的优化路径。

二、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引入协同理论的

合理性

协同论自创立之后，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不仅在物理学、化学等方面，在社会科学

方面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从研究现状来看，大学

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较少借鉴协同理论。可以从协

同理论出发，探讨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路径优

化问题。

( 一)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引入协同理论

的必要性

从协同论的基本原理来看，它所揭示的机构形

成的一般原理和规律，既帮助人们研究自然现象，

又帮助人们研究生物进化、生命起源、人体功能，

甚至为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等复杂性事物的演化

发展规律提供新的原则和方法，具有广泛实用性。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

既包含教育的主体和客体，还包含组织和环境等多

方面因素。同时，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还是一

个开放的系统，表现为时间、空间、教育主体、教

育环境等均具有开放性。在融媒体环境下，还必须

通过不断地获取信息、调整变化，促进整个大学生

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系统有序发展。因此，把协同理

论引入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将为大学生网络

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研究和解决、提升大学生网络

媒介素养水平等问题，提供新的思维模式和理论

视角。

( 二)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引入协同理论

的可能性

1. 协同是开展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必然

要求。协同论指出，系统能否发挥协同效应取决于

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协同作用［4］。相应地，要提升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整体效应，必须协调好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系统内部的主客体、组织

与环境等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构建高校系统内部

协同关系，并整合家庭、企业、媒体、政府等社会

体系建构校内与校外系统的协同关系，使整体功能

大于部分功能之和。

2. 序参量是开展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主

导因素。协同论的伺服原理认为，对系统演变起决

定作用的是序参量，其他对系统有影响但未构成决

定因素的变量称为状态变量，序参量与状态变量是

非线性的关系［3］102。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工

作系统中有两个关键变量，其一是育人主体形成育

人共识，具有共同的育人目标和根本任务; 其二是

遵循融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特点与成长成才规律。

因此，在开展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

要通过整合与协作推动各育人主体达成共识，正确

把握融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特点，遵循其成长成才

的规律，推动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工作系统

有序、稳定地运行。

3. 自组织是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自我完善

的根本途径。所谓自组织是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即

使没有外部指令也能按照某种规则自动形成一定的

结构或功能［4］13。在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工作

系统中，教育的主客体、组织和环境等各子系统以

及各子系统内部之间，能在育人共识的驱动下互相

协调配合，结合时代背景，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因

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实现系统有序稳定

地发展，促进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工作系统的

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

三、当前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协同发展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9 年 8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止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8. 54 亿人，以

学生居多，占比达到 26%［5］。可见，随着网络的发

展和融媒体的兴起，网络已成为大学生置身其中的

外在环境，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和日常社交、

休闲娱乐、生活的必需品。相对于网络新媒介的迅

速发展，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处于较低层次，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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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内容获取碎片化，

缺乏系统性

随着融媒体的发展，大学生接收信息的方式发

生了改变。一方面，以往大学生更多地是通过广播、

电视和报纸等官方媒介或者学校教师的讲授接收知

识，相对比较系统。现在多通过微信、微博、知乎

等各种媒体平台获取，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这容

易造成大学生看人看事不够系统客观，缺乏系统性

思维; 另一方面，当前各种自媒体平台审核把关的

宽严度不一，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对于心智

尚未完全成熟、成长阅历尚浅、缺乏充分网络媒介

素养教育和社会经验的大学生来说，很容易被断章

取义、别有用心之人误导，跟风评论或转发。

( 二)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方法不够协同，

难以实现长期效应

当前，媒体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各种新媒体成

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大学生网络媒介

素养教育仍然以显性教育为主，未能有效结合隐性

教育，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理论与实践无法实现

统一。一方面，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等课程的课堂教

学中进行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仍较多停留在灌输性

地讲授媒介知识、媒介理论，不能有效结合当前国

内外形势引导大学生提升信息甄别能力与媒介素养，

无法教育引导学生树立 “四个正确认识”; 另一方

面，加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还停留在就事论事阶段，

针对网络空间发生的意识形态事件侧重教育引导大

学生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 针对校园贷或各种网

络诈骗事件则侧重教育引导大学生增强网络技术安

全意识和信息安全意识等，未能充分发挥日常校园

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隐性教育的育人功能。

( 三) 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未能有效结合，大

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载体协同不够

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虚拟性，发言者的

身份具有隐匿性。目前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还

未充分结合线上和线下教育的特点，导致网络道德

失范。有的大学生认为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在虚

拟的网络世界中失去了约束力，表现出非理性的行

为，例如发表不文明言论，制作或传播不健康、不

文明的图片表情包等。此外，还存在通过复制粘贴

百度资料完成作业、抄袭网络文章等网络学习违规

行为，以及观看盗版电影、使用盗版软件等网络责

任侵权行为。

( 四)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机制环境缺乏

整合，难以实现融合效应

随着各种社交聊天工具、娱乐游戏平台的不断

开发和推广，大学生在网络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

严重者导致学习成绩下滑、人际关系困扰等问题，

甚至个别大学生出现网瘾倾向。目前，对大学生的

网络心理辅导缺乏完整合理的机制和专业的教育队

伍，没有充分协调好课堂、实践等多环节的教育机

制，导致大学生网络心理问题易发。

四、协同理论视角下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

路径的优化

( 一) 目标协同

协同论认为，系统能否有序、稳定地运行是由

序参量决定的。因此，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目

标协同是根本。在目标契合、形成强大育人合力的

基础上，把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纳入整体人才

培养目标，既要考虑供给侧的教育主体能够提供什

么，也要兼顾需求侧的受教育者需要什么，从当下

大学生的思想特点与成长需求出发，遵循教书育人

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全面提升大学生网络媒介素

养，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

( 二) 内容协同

内容体系是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前，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内容

体系日臻完善，需要运用协同思维进一步推进。

一是纵向协同。2004 年起，中国传媒大学、复

旦大学等高校先后开设媒体素养课程，但仅作为相

关专业的选修课。之后，虽然越来越多的高校与中

小学以合作的方式建立媒介素养教育基地，将媒介

素养课程推广到中小学，但在深度和广度明显不足。

因此，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网络

媒介素养教育相关课程，推进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一

体化建设尤为重要; 其次，深度挖掘高校各学科门

类专业课程和中小学课程所蕴含的网络媒介素养教

育资源，解决各类课程与网络媒介素养课程相互配

合的问题，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构建全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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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使各

类课程与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

二是横向协同。一方面，借鉴国外网络媒介素

养教育经验。目前我国高校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网络

媒介素养教育体系，而国外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体系

起步较早，相对成熟。英国作为世界上网络素养教

育开展最成熟的国家，已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课程

体系，贯通从小学到大学的全过程。澳大利亚是世

界上首个通过立法将网络素养作为常规教育的国家，

网络素养教育是澳大利亚学生的必修课［6］。可以借

鉴国外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

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教学体系以及实践

体系; 另一方面，整合优势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

享。在高校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工作系统中，除校

内育人主体外，还有家庭、政府、企业、媒体等多

方校外育人主体，可以充分挖掘各类优势资源，通

过整合、互补，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

( 三) 方法协同

方法体系是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蕴涵着

科学性、创新性的子系统。在实施过程中要促使诸

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实现大学生网络媒介素

养教育方法的优化。

一是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将网络媒

介素养教育引入第一课堂。一方面，将网络媒介素

养教育纳入教学体系，开设网络素养教育相关课程，

线上课程与线下课程相结合、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

修课相结合，并辅以专题讲座、学术论坛等多种形

式，系统地阐述网络素养教育知识，帮助大学生构

建系统的网络素养知识体系。如电子科技大学开设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集训营，通过 “名师经验分

享，提升媒体素养; 朋辈导师指导，转变创新思维;

技能拓展培训，听说读写演练”等多个环节，提高

大学生网络媒介的理论素养和技能水平。另一方面，

充分发掘和运用各学科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网络媒

介素养教育资源，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

作用，将网络媒介教育引入日常教育体系。适应融

媒体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需求，在教学方式上积极

使用媒介，通过向大学生推荐学习网站、专业公众

号或爱课程、学习强国等各类线上学习平台，顺利

完成学校教育教学任务。

二是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建设及社会实践活动的

育人功能，将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融入第二课堂。网

络育人是“十大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坚持显性教育与

隐性教育相结合，第二课堂是隐性教育的重要途径。

因此要充分借助各种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

拓展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如湖北师范大学通过

开展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现状调查及培

育研究途径社会实践活动，发挥阵地育人功能; 利

用网络平台开展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活

动，让学生亲身参与网络媒介的使用和管理，提高

网络媒介素养。与此同时，要加强校园网络文化阵

地管理，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规范校园网的使用和

管理，规范网络行为管理，净化校园网络生态环境，

引导师生增强网络安全意识，遵守网络行为规范，

养成文明网络生活方式。

三是挖掘利用传统和现代技术手段，实现线上

线下同频共振。一方面，要发挥传统育人载体的优

势，借助校内宣传栏、广播站等载体，宣传先进典

型，加强正面引导，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营

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开展形式多样、健康

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和各类社会实践;

另一方面，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拓展平台，将思想

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充分利用

学校官网、官微、校园官方抖音账号，或依托易班

平台丰富网络内容，将线下活动与线上活动结合起

来，在实际参与中提高大学生网络信息获取能力、

网络应用能力、网络道德意识，潜移默化提升大学

生网络媒介素养。

( 四) 主体协同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主体协同旨在实现教

育职能、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的有机统一，实践路

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内部协同。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教师队伍

和专门力量建设，推动教学、管理、服务等不同职

能人员形成教育协同。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教师的

培养培训，使得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有意识地运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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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媒介工具，引导大学生提升网络媒介素养; 重视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构建网络思政工作队伍，

重点培养一批网络评论员、舆情信息员，在日常开

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正面引导舆论，加强

师生交流，提升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 通过大学生

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工作系统内部的协调，推进教学

队伍与管理、服务队伍的深度融合、协同联动。如

华中师范大学开展媒介素养培训班，通过学习研讨

热门官方微信、官方抖音、官方微博等实际案例，

讲好新时代的故事，推进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

二是内外协同。要提升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

首先得从大学生自身做起。一方面，发挥朋辈榜样

作用，配齐建强学生网络工作队伍。学生们具有相

似的年龄、成长环境、心理特点与思想状况等，朋

辈榜样教育与教育者的说教相比更具优势。高校要

重点培养一批由学生干部、学生党员构成的网络舆

情信息员队伍，在平等沟通、互动交流中进行正面

引导，有的放矢、生动活泼地开展工作，主动发声。

深入挖掘学生群体中的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

事教育引导大学生提升网络媒介素养; 另一方面，

加强大学生自我教育，激发内在驱动力。通过加强

自我教育、自我学习，提高自身网络信息获取、分

析、判断以及辨别能力，增强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向各类先进典型看齐，自觉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培育正确的网络道德观; 合理控制上网时间，科学

合理使用网络，遵守网络法规条款以及网络道德行

为规范，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性，理性面对网络

信息; 主动加强网络心理知识及调适方法的学习，

产生心理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 五) 环境协同

整合学校、家庭、企业、媒体、政府等环境资

源，建立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工作校内与校外系统的

协同关系。

一是完善学校教育工作机制，提升网络媒介素

养教育执行力。要加强顶层设计，在遵循育人规律

与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统筹考虑网络育人组织、

制度以及沟通机制，建立一支由学校领导牵头、多

部门参与、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大学生网络媒介

素养教育工作队伍。要建立健全网络媒介素养教育

考核评价机制和反馈调节机制，研究制定内容全面、

指标合理、方法科学的评价体系，重视网络媒介素

养教育考核评价信息的反馈和整理，推动高校网络

媒介素养教育工作制度化，确保网络媒介素养教育

取得实际成效。

二是联动家庭教育，强化网络媒介素养外围教

育。发挥家庭媒介教育的重要作用，家长首先要更

新教育理念，在实施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宜

“疏”不宜“堵”，与大学生建立平等对话关系。此

外，家长的网络媒介素养是影响孩子网络媒介素养

的关键因素，家长要积极提升媒介素养，培养良好

的媒介接触习惯，并通过行为示范、情理引导，潜

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网络媒介素养

教育是网络环境中的素养教育，与现实生活中的素

养教育息息相关，家长应在日常现实生活中着重培

养孩子的分析判断能力以及道德意识。如北京海淀

区永定路学区开设家庭教育大讲堂，邀请家长一起

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提高思辨力和判断力，提

升媒介素养。

三是整合政府、企业、媒体多方资源，形成合

力。政府是公民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主导者，从顶

层设计上加强公民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如制定网络

媒介素养教育规划，将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等，并整合多方资源，推动全社会网络素

养教育的开展。例如广东共青团 2019 年起开展主办

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交流营，通过开展网络安全主

题培训、名企探究学习、参加儿童互联网大会等活

动提升青少年的网络素养，引导青少年在网络上带

头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完善网络道德行为规范，加强网络法律法规、道德

规范对个人的约束。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

强对网络运营商的监管，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各

类互联网企业在盘活社会资源、创造经济效益的同

时，加强行业自律，保障各类媒介平台健康有序运

营。同时，借助平台优势、技术优势，主动开展网

络媒介素养教育。

四是媒体要发挥宣传引导作用。各类媒介是学

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应增强责任意识，恪守行

业自律，充分利用其传播优势，激浊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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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产生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协同理论为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有效借鉴。运用好

协同理论，对加强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具有重

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当然，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

教育路径的优化，是一个持续改进的动态实践过程，

需要根据系统优化的不同阶段，对目标协同、内容

协同、方法协同、主体协同和环境协同作出相应调

整，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使之更好地

为了增强教育实效而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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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etic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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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partment of pharmacy，Fuji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engineering，Fuzhou 350007，China )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network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synergetics，and analyzes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synergetics theory into

college students’network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etics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network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there are some problems，such as

fragmentation of content acquisition，lack of coordination of methods，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main channel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campus culture，lack of organic combination of online education and offline education，lack of

integration of mechanism and environment，etc. With the help of synergetics theory，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collaborative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s’network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can be constructed from five dimensions:

target collaboration，content collaboration，method collaboration，subject collaboration and environment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synergetics theory;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media literacy;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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