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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的思考与实践
王文韬  谢登涵  滕国鹏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连

摘  要｜青少年时期是个体道德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他们具有各方面学习能力较快、思维敏捷活跃但伴随生理、心

理不成熟，易被不良现象影响的现实特点。青少年与网络的联系日渐密切，网络对青少年道德发展的负面影

响也逐渐暴露，青少年网络不道德行为屡见不鲜。网络利他行为作为网络中最高层次的道德行为，对行为主

体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都做出较高要求，也是青少年塑造完整道德系统的行动指南。家庭、学

校与社会各界都会从不同方面对青少年的网络利他行为产生影响，因此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帮助青少年树

立道德认知、提升道德情感、坚定道德责任感，自觉做出网络利他行为，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不断注

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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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规定青年年龄范围是14～35

周岁。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年龄范围在14～22周岁，包含初中生、高中生及大学生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的

成长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联系紧密，在网络利他行为的实施中存在自律与自由并存的特征。2019年10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专门强调要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这也意

味着网络空间的道德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我国青年在过去12年的网

络利他行为大幅上升［1］。青少年是互联网使用的“主力军”，他们的网络利他行为对维护网络空间的

良好生态，激发网络环境持续向好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要全方位帮助青少年深化道德认知、增强道

德情感、锤炼道德意志并做出自觉道德行为，为促进新时代网络道德建设凝魂助力。

1  推动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的意义

利他主义是指“不具私心，舍己为人的助人行为［2］”。在此之前“利他”已经以友爱、仁慈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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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现在古希腊哲学的讨论之中。移动互联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使人们的社交场域逐渐网络化，人与

人之间真实的互动也逐渐演化成网络中的符号互动，网络利他行为应运而生。网络中相对开放自由的氛

围使网络利他行为“随处可见”，在社交平台提供各类信息帮助、活跃虚拟社区氛围、水滴筹、维护虚

拟社区秩序等都是网络利他行为的具体表现。网络利他行为不仅是利他行为在网络中的映射，还是由于

网络空间中复杂特殊的人—人关系和人—机关系而产生的高级道德行为。从本质和动机层面来看，网络

利他行为、网络亲社会行为等概念与现实中的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具有相似之处，是在网络中发生的

符合道德标准并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3］。从影响范围来看，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与现实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其产生是主体具有的现实道德素养与虚拟环境的博弈，真实存在的主体在虚拟空间中通过

道德性的信息共享等活动，在帮助他人和社会的基础上实现自我价值［4］，网络利他行为产生的积极影

响会贯穿于虚拟和现实的双重空间中，不仅作用于现实中的利他者，也有利于虚拟空间中的个体。网络

利他行为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正向影响力是由于利他者高尚纯洁的行为动机。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利

他行为是不带有任何自私动机，完全出于使他人受益的角度自愿做出的［5］。在此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存

在个人物质利益上的损失，但他们更看重精神意义上的回报和内在奖励［6］，是一种没有外界强迫而完

全出于个体内在动机的自觉自愿行为［7］。综上，网络利他行为是指个体在网络空间中出于自身道德信

念，在即使有损失的情况下也自觉自愿地帮助他人、维持社会稳定以期实现自我价值的道德行为，是个

体成熟的道德素养在网络空间中的外在表现。

除此以外，网络利他行为有其特殊的教化功能。一方面对个体而言，网络利他行为可以在满足个体

网络交往的基础上发挥更大的价值，网络利他行为中蕴含个体友善的人格品质，个体能够在网络利他行

为的过程中获得一定的精神满足，产生良好的自我认同感。若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获得了较好的反馈，

这是对个体原有道德观念的认可和巩固，也有利于个体在时间上加长、情感上深化、行为上巩固网络利

他行为的再实施。网络利他行为能够借助自媒体等平台扩大影响力，通过情绪感染、语言暗示等隐性方

式潜移默化地带动更多个体参与到网络利他行为中。这不仅能够增强个体的自我满足，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增强个体对社会整体的认同度［8］。网络利他行为不是简单的道德行为，其背后是严密的道德逻辑，

因此要在青少年这一自我认同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推动他们做出网络利他行为，这也是构建青少年完整

道德素养的重要举措。

2  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的特征

青少年是在生理上向成年过渡的且具有一定年龄跨度的群体，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的特点兼具网络

利他行为的固有特征与青少年自身独特的群体特征。

网络空间具有场域虚拟性、主体身份遮蔽性、范围广泛性、时间延续性，以及时空的交互性的特点

影响了网络利他行为的特征。从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逻辑来看，道德利他的发生始于亲缘关系，继而通

过互惠共利发展壮大，最后达到打破血缘与地缘的纯粹利他［9］。首先网络利他行为直接超越了亲缘与

互惠阶段，其产生可能只是主体在浏览网页时的随机行为，因此网络利他行为具有较高的纯粹性；其次

网络利他行为虽也有打破时空界限的物质提供，但更多侧重于情绪支持、氛围烘托、信息共享等非物质

行为，因此网络利他行为具有一定的非物质性；再次，网络利他行为会在网络空间中留下“难以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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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即网络利他行为可能会以被他人以下载、保存、转发等形式留存于网络空间中，其助人过程具

有延续性；最后，由于实施网络利他行为的主体复杂多元、网络信息纷繁复杂且更迭较快，网络利他行

为的具体效果也具有不确定性。网络利他行为的特征也体现出网络利他者需要具备清晰的道德认知、客

观的道德情感和自律的道德意志才能真正落实网络利他行为，达到助人亦助己的正面效果。

虽然青少年思维敏捷，学习新事物快的特征有利于帮助网络利他行为的有效开展，青少年仍处于道

德发展的关键期，他们虽然已经经历了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的从惩罚与服从定向到维护社会秩序定向的前

四个阶段［10］，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基本完成道德发展，但其生理、心理发展不成熟的特点也会使其易

产生行为上的问题。他们在产生道德行为时会存在盲目而冲动、不专业但好奇、热情高涨但持续时间不

长等特征。而根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3日在京联合发布

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93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2%［11］，未成年人

大量且较早接触网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冲淡”正确实施与接受网络利他行为的群体，降低网络利他

内容的可靠性，增加网络利他行为实施效果的不确定性。并且网络利他行为中相对平等、自由的互动模

式可能会进一步诱发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负面因素，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3  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

从主体角度来看，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也是自身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不断和成长完善

的过程，这些都会影响其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首先，在道德认知维度，中学生、大学生都会随道德认

知的增强而做出更多网络利他行为。在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利他行为会随着其道德认知水平的

不断提高而增强［12］。中职生网络道德认知对网络利他行为有调节作用，通过增加中职生积极情绪体验

和培养主动性人格将有助于激起其实施网络利他行为［13］。大学生的道德认同同样也能够正向预测大学

生的网络利他行为［14］。道德认知可以使主体排除环境因素，将自己认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运用到不同

空间中。即使在高网络匿名情境下，道德自我认同依旧能显著预测自尊和网络利他行为［15］。其次，在

道德情感维度，主体是否拥有较强的共情能力是其能否做出利他行为的重要因素。共情能力较高的大学

生更容易做出网络利他行为［16］，他们更容易对他人的不幸遭遇产生恻隐之心。对生命的重视也是个体

愿意帮助他人的诱因，当大学生有较高的生命意义感时，他们自身更易拥有较高的抵抗压力和焦虑的能

力，拥有健康的心理状态，较生命意义感低的个体更不容易出现心理疾病，因此高生命意义感者更倾向

于积极做出网络利他行为以获得更多人生意义［17］。网络空间作为一面“镜子”，青少年对自身的主观

评价与外界对青少年的客观评价相互交织，都会对他们的网络利他行为产生影响。这体现在一方面，青

少年在社交网站中更乐于做出积极真实的自我呈现，能正向预测其网络利他行为［18］，另一方面当青少

年做出网络利他行为并获得正向反馈时，这种激励也会促使他们持续性做出网络利他行为。例如当受助

者认可并感谢青少年的助人行为，这些都会强化青少年对自身价值的认可，从而继续做出网络利他行

为。再或当青少年在进行网络利他行为时能够获得社会支持，也能够增加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归属感，

进而能够更加放心、主动地进行网络利他行为。最后，在道德意志维度，当助人者拥有坚韧人格，能够

合理有效管控自己的网络行为时，也能够直接预测网络利他行为［19］。在网络环境中青少年对道德的理

解保持连贯且一致，将道德置于自我概念的中心，就能够树立正确的网络行为观念，增强自身分析、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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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和评价网络信息的能力，不会轻易受到网络中其他信息的干扰，养成网络道德的自律意识。

从情景角度来看，中国自古便有“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的格言

和“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见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成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青少年的生活、学习环境对于

其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作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起点”，家庭教养方式

的合理与否为青少年日后能否积极有效开展网络利他行为奠定基础。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养育青少

年的过程中使用的包括语言、情绪、动作等能够帮助青少年塑造价值观的教育行为。父母营造的温暖和

睦家庭氛围有利于青少年产生更多网络利他行为。父母情感温暖能够帮助子女提高挫折承受能力，更好

地面对困难和逆境［20］，到大学阶段，由父母培养而成的积极生活态度还会正向影响大学生网络利他行

为［21］。另一方面，作为青少年成长中的“虚拟港湾”，和谐有序的网络环境也有利于鼓励青少年做出

网络利他行为。当网络环境整体偏积极向上，充满积极道德情绪时，能够通过提高青少年的道德提升

感，使其更愿意做出或者模仿别人做出亲社会行为［22］。同时和谐有序的网络舆论环境也会正向影响青

少年对社会的正向看法，提升他们的公正世界信念，而个体公正世界信念越高就越容易对他人提供帮 

助［23］。同样，在主要由同辈群体构成的班级圈层中，不同种类的同辈榜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同

学网络利他行为产生。如果经常上网的同学人数较多，他们接触到的网络事件与信息更多，会更具有做

出网络利他行为的经验；班级中女生人数较多时，女生细腻、敏感的特征也使其更容易帮助别人，在助

人气氛浓厚的班级中，其他同学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做出利他行为［24］。

4  推动青少年积极做出网络利他行为的路径

树立青少年良好的道德认知，要不断加强对青少年道德文化素养的教育。首先，网络的虚拟性、遮

蔽性为青年正确道德认知的形成增添了难度。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以具有代表性的网络利他行为

作为教学案例，帮助青少年提高辨别是非的意识和能力。避免“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对

青少年价值观的渗透。其次，深度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利他基因，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道德教

育资源，并且贯穿青少年教育的始终。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美德，并且都蕴

含“克己利他”的价值观念［25］。中华传统美德还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重整体而轻个人，

利他基因、助人情节是凝结于中国人的血脉中的。因此对青少年从小进行传统美德教育，有利于为其种

下“利他”的种子，为其日后做出网络利他行为打好坚实基础。

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情感，家庭、学校与社会各界需协同发力。道德情感的凝聚对于推动青少年网络

利他行为有重要意义。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懂得使用合理的教养方式，这对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父母应该为青少年的成长营造温暖和谐的家庭环境。父母要尊重与理解青少

年在青春期的各种变化与想法，用长者的成熟认知和朋友的平等态度与青少年沟通交流，引导青少年正

确地接触网络，利用网络学习交流，避免使用打压式教育，严厉批评教育等方式，打击青少年积极探索

的好奇心；鼓励青少年适度地展示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并将其转化为自己进行网络利他行为的契机，不

断积累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学校也要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适应社会的能力。在日常教学外可

以增加能够提升青少年情感体验的课程，有的放矢地推动青少年做出网络利他行为。

提升青少年道德责任感，坚定青少年道德意志。一方面，要增强青少年的集体责任感。虚拟空间进



积极推动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的思考与实践2024 年 8 月
第 6 卷第 8 期 ·134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608150

一步加强了对青少年道德责任感的要求，所以更要帮助青少年自觉抵制网络空间中的种种诱惑，排除真

假难分的信息、各具立场的言论对自身的干扰。另一方面，也要增强青少年面对困难时的坚韧性，注重

培育青少年的抗挫折能力，帮助青少年在获得利他体验的同时积累受挫经验，在受挫再奋起的过程中更

好地适应社会。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加强网络信息管理对提高青少年道德责任感也起到重要“辅

助作用”。通过严厉惩治网络虚假信息发布、网络主体失德失范、网络语言暴力等现象，在最大程度缩

小网络不道德现象对青少年道德责任感的影响，为青少年养成坚定道德责任感，自觉做出网络利他行为

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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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ly Promote the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Altruistic 
Behaviors among Teenagers Online

Wang Wentao Xie Denghan Teng Guopeng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Abstract: Adolescence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mora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which has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apid learning ability in all aspects, quick and active thinking, but accompanied 
by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mmaturity, and easy to be affected by undesirable phenomena. Teenager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Internet, an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the moral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is gradually exposed. As the highest level of moral behavior in 
the network, altruistic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 has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moral cognition, moral 
emotion and moral will of the actors, and it is also the action guide for teenagers to shape a complete 
moral syste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trength of all parties to help young 
people establish moral cognition, enhance moral feelings, strengthen their sense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ly make 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s, and continuously inject fresh blood into creating a clean and 
upright online environment.
Key words: 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 Juvenile; Practice pat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