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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与方法 
为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学生的网络生活方式，客观、深入的揭示青少年

学生网络生活方式的总体状况，掌握其内在规律，帮助教师、家长和社会全面了

解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及有效的引导。本课题组将中小学生与网络之间的关系关

注范围进行了大幅度扩展，形成了学生的学习方式、网络素养、网络过度使用、

家校沟通及网络闲暇五个全新的维度，并设立了五个子课题从文献研究、理论分

析、问题设计、调查结果分析、调查结果国际比较研究等方面分别开展深入研究，

结合五个子课题各自对调查问题的研究结果设计出“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调查问

卷”和“学生休闲生活方式调查问卷”两种问卷。五个子课题分别是： 

子课题 1：学生网络素养的现状调查，主要从网络接触和使用能力、思辨性

理解能力、网络内容的创造与传播能力，以及利用网络提升自我的能力等四个方

面进行调查。 

子课题 2：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与养成的现状调查，主要从学生的学习方式、

对数字化学习的理解、自主学习能力和技术使用四个方面进行调查。 

子课题 3：学生网络休闲生活现状调查，主要从学生的休闲时间、休闲活动、

休闲满意度及对学习的影响四个方面。 

子课题 4：家校联系与网络沟通状况调查，主要调查学生视角的家校联系、

网络支持、课后补习科目和数量等内容。 

子课题 5：学生过度使用互联网的现状调查，主要从被调查者对网络使用的

耐受性、戒断反应及社会功能受损等三个方面检测他们的用网状况。 

五个子课题各自分析问卷，结合子课题问卷分析结果，总课题进行整体问卷

分析，从调查数据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针对发现的问题，选取个案进行深入

研究，分析问题现象、产生原因、积极和消极影响，总结经验，研究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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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内外相关调查结果进行比较，探寻调查结果差异原因，解释本次调查结果。

各子课题组就相应的国内外对策研究进行深入调研、整理和比较，有必要的话，

进行访谈、实地考察，借鉴经验。根据调查反映出的实际情况和国内外对策研究

比较，对北京市应采取的相应的对策展开研究。 

本课题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现象

解释学研究法。 

二、结论与对策 
2011年1月，在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资助下，《学生网络生活方式

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课题组专门设计了《北京市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调查表》

调查问卷，并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门头沟区、丰台区、顺义区、大兴区、

密云县、通州区共8个区县的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

级的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2012年调查共发放问卷29115份，回收有效问卷28610

份，有效回收率98.3%，形成《2012年度北京市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蓝皮书》。

2012年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1．北京市中小学生普遍拥有较长的网络接触时间、较频繁的网络使用、较

丰富的网络接触内容，互联网已经成为北京市中小学生获取知识、休闲娱乐以及

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平台。 

2．相对于网络娱乐，学生们在利用网络开展学习方面并非十分乐观，使用

意识和技术水平均需要加强引导和教育；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存在多元化趋势，互联网正逐渐成为课堂上支持学与教的有力工具，学生课前经

常预习的频率随年级升高而逐渐降低。 

3．北京学生的休闲，在时间上基本可以得到保证，并且相当比例的家长会

陪伴孩子；但学生参加的课外班，在帮助学生提高成绩同时也对学生的身心健康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相对于同类调查，本次调查得出的学生过度使用网络的比例

不高，同时趋于过度使用网络的学生也是教育中应多加关注的重点人群。 

4．在网络时代成长的北京市中小学生，网络生活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深度，

并与现实生活相互作用，动态变化，既存在可喜的方面，也存在教育尚未到位、

发展不利的方面，这次调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这一现状，并为家庭教育、学校教

育和社会教育提出挑战。 

2013 年 3 月 13 日至 6月近 3个月时间，北京市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课题

组走访了大兴、朝阳、丰台、门头沟、通州、西城、昌平 7个区县的共 10 所中

小学校:北京市大兴区第七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大兴区附属小学,北京市第二中学

通州分校,东方小学,丰台区第二中学,北京十五中,北京师范大学朝阳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朝阳附属小学,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等。其中 3所小学、2

所初中、1所高中、1所小学初中校及 3所初高中校，访谈了近百位教师和近百

位学生。通过访谈了解了学校各具特色的教学方式、家校沟通方式、网络问题处

理方式及学生差别较大的网络素养状况。2013 年课题组修订了 2012 版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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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2 年 11 月发布 CLoS2012 蓝皮书），形成《北京市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

式调查问卷》和《北京市中小学生休闲生活调查问卷》，对北京市朝阳区、大兴

区、房山区、丰台区、顺义区、西城区和延庆区等 7个区县 80 多所中小学校的

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年级包括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

级。其中，《北京市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调查问卷》发放 17000 份，回收有效

问卷 13311 份，有效回收率为 78.3%；《北京市中小学生休闲生活调查问卷》发

放 3000 份，回收问卷 2684 份，从中抽取 1231 份进行分析，形成《2013 年度北

京市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蓝皮书》，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1．在学习方式方面，北京市中小学生喜欢的课堂学习方式有较大差异；但

目前多数中小学课堂仍以讲授型为主，学生课堂自学和参与讨论的时间存在较大

差异；课前预习情况不理想。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他们获取课外知识的主要来源；

但仍需加强对学生使用互联网的引导和帮助，特别要注意减轻网络对学生学习产

生的两大不利影响——“视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笔记本和手机等技术设

备正在成为学生常用的工具，但数字鸿沟的现象需予以重视。 

2．在网络素养方面，学生接触网络的起始年龄向低龄化发展；平均每天累

计上网时间变长，且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与2012年相比，学生上网场所更加

体现出多元化和自主性的特点，移动上网逐渐成为发展新趋势，且高年级学生选

择移动上网的比例更高。随着学校上网条件和环境的改善，学生选择在学校上网

的比例显著增加。学生对网络信息具有较强的防备意识与质疑能力，且较2012

年有所提高。学生能对网络信息进行质疑和分析；能注意自我保护，不向陌生人

透露自己的信息；不随意转发推送信息；对信任机构的真实性更为重视，愿意向

特定人群分享和传播信息。 

3．在互联网过度使用状况方面，本次调查得出处于“过度用网”状态的学

生比例不高。处于“过度用网”状态学生的网络素养明显低与处于“趋于过度用

网”状态的学生，更低于处于“正常使用网络”状态的学生。 

4．在家校联系和课外补习方面，小学生对课外补习的参与情况呈多样化喜

好，总体偏向不喜欢。尽管总体参加各类补习班的学生比例有所下降，但与学校

课程相关的补习比例却增加了。超过一半的学生每天需要完成很多家庭作业，男

生比例高于女生，高年级学生比例高于低年级学生。学校利用网络促进家长参与

学生教育的效果有待提高，模式还需提炼。 

5．在休闲生活方面，学生睡眠时间随年级升高而减少，少量学生每天只睡5

小时；休闲时间基本可以保证，约四成时间用于互联网。手机等便携设备随年级

升高而增多。休闲活动中的常规活动、亲近亲友、在线信息获取对提升休闲满意

度的影响最大；常规休闲、游戏娱乐、信息获取对学习自我效能感具有促进作用；

而网络社交和网络娱乐这两种休闲活动对学生学习有负面影响，且前者碎片化的

特性对学习的影响更大。北京市中小学生的休闲活动可以分为三类：常规休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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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活动型和休闲沉浸型。 

2014 年课题组联合华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江西师范大

学和渤海大学等六所高校，选择北京市、重庆市、广东省、江西省、甘肃省和辽

宁省等六省市的中小学生作为样本进行了抽样调查。接受调查的中小学生来自其

中的 190 所学校，抽样年级为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级。

调查工具由两个问卷组成。其中，《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调查问卷》总计发放

55119 份，回收有效问卷 4901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8.9%。《学生休闲生活调查

问卷》共发放 7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534 份，有效回收率 87.1%，形成《2014

年度全国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蓝皮书》。项目团队利用 SPSS 等统计分析工具

对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1．在学习方式方面，随着年级升高，学生喜欢的课堂学习方式有较大差异，

小学低段学生更喜欢听讲，小学高段和初中学生更偏好小组讨论，高中学生则表

现出多元化特征。总体上，学生偏好的课堂学习方式在不同省市间存在差异。互

联网正逐渐成为我国中小学生获取课外知识的主要来源，同时有41.2%的学生经

常阅读报刊、杂志或课外读物。在不同省市，学生获取课外知识的主要来源存在

明显差异。网络对学生学习具有积极作用，但需关注其产生的两大不利影响——

“视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 

2．在网络应用方面，学生的起始触网年龄整体呈现低龄化发展特点。学生

上网场所呈现多元化和自主性的特点，移动上网逐渐成为发展新趋势。学生对网

络信息具有较强的防备意识与质疑能力。学生用网程度存在差异，1.9%的学生处

于“过度用网”状态，超过10%的学生曾有网上受骗经历。在网络素养方面，“过

度用网”学生的综合表现明显低于其他学生。 

3.在家校联系方面，仍以学校引导家长参与为主，网络在其中正发挥积极的

作用。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学校网站及相关网络环境在支持家校联系方面具有

较好的效果。学生对课外补习班的喜好呈现多样化，但总体倾向于不喜欢。“英

语”、“数学”、“语文”、“物理”是主要的补习科目。“奥数”在个别省份

的竞赛补习类科目中排在首位。中学生普遍反映课业负担重。  

4.在休闲生活方面，学生在上学日和休息日的睡眠时间基本保证。随着年级

升高，学生平均睡眠时间明显减少。值得关注的是，仍有一定比例的中学生上学

日的睡眠时间不超过5小时。学生超过四成的休闲时间用于互联网活动。学生的

休闲活动呈现多样性，户外休闲活动最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效能感，网络音视频

及网络社交活动会对学习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我国中小学生已初步显示出“数字原住民”的多种特征。中小学

生初始触网年龄日趋低龄化，学生上网场所呈现多元化和自主性的特点，移动上

网逐渐成为发展新趋势。互联网已成为当前中小学生课外知识的主要来源，学生

偏好的课堂学习方式具有多样性，但课前预习情况普遍不理想。在家校联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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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已发挥积极的作用。学生课外补习现象在多个地区普遍存在。中学生还存在

家庭作业负担过重的现象。学生休闲方式呈现多样性，网络音视频和网络社交活

动已成为主要的休闲活动，同时学生认可户外休闲活动对其学习具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 

课题组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北京学生的网络生活方式的总体状况，掌握

其内在规律，帮助教师、家长、学校和社会全面了解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及有效

的引导。这项研究不仅对于促进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北

京乃至全国出台相关教育政策、带动全国信息化和推动整体教育变革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三、成果与影响 
本课题研究的成果是在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资助下，依据国家教育

部关于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采用边研究、边改革、边实践、边出成果的思路进

行实质性的研究与实践，历时四年多，逐步形成的。其成果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

三个方面。通过对北京市八个区县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的问卷调查，召开 3场

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蓝皮书发布会，了解学生学习方式、网络素养、网络成瘾、

家校联系、网络休闲等情况，听取师生对网络生活方式的意见，形成调查报告 3

份；进行网络生活方式理论研究，撰写并发表相关理论研究论文 10 篇；综合五

个子课题研究成果，撰写出《学生网络生活方式研究》专著 1本。 

三次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蓝皮书发布会吸引了众多媒体报道，包括《光明

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中小学信息技

术教育》、《中国电化教育》、新华网、新浪网等，其中网络成瘾率及睡眠时间

等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项研究不仅对于促进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工作具

有重要的意义，也将对北京市乃至全国出台相关教育政策、带动全国信息化和推

动整体教育变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改进与完善 
2011 年，课题组设计开发了“北京市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调查表”该问卷包

括 5个部分，92 道问题。其中，第一部分，个人情况，7题；第二部分，学习情

况，15 题；第三部分，网络素养及过度使用互联网，42 题；第四部分，家校联

系，20 题；第五部分，闲暇生活，8题。 

2013 年，课题组修订了 2012 版调查问卷，形成《北京市中小学生网络生活

方式调查问卷》和《北京市中小学生休闲生活调查问卷》，《北京市中小学生网

络生活方式调查问卷》包括基本资料、学习方式、网络素养和互联网过度使用情

况、家校联系（含课外补习情况）等 4 个部分，共 80 道问题。《北京市中小学

生休闲生活调查问卷》，包括基本资料、时间分配、休闲情况和学习情况等 4个

部分，共 82 道问题。 

为了更好地调查我国中小学生的网络学习与生活方式特征，教育信息技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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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新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在 2012、2013 年连续两次发布《北京市中小学生网

络生活方式蓝皮书》的基础上，于 2013 年底，联合华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

学、西南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和渤海大学等六所高校，选择北京市、重庆市、广

东省、江西省、甘肃省和辽宁省等六省市的中小学生作为样本进行了抽样调查。

接受调查的中小学生来自其中的 190 所学校，抽样年级为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

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级。《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调查问卷》包括学生基本信

息、学习方式、网络素养（含过度用网情况）、家校联系（含课外补习情况）等

4 部分，共 80 个题项。《中小学生休闲生活调查问卷》包括学生基本信息、时

间分配、休闲情况和学习情况等 4部分，共 82 个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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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荣怀.学生网络生活方式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5. 

2.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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