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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企业发来的 AI 面试链接，电脑屏
幕上立即出现一个虚拟人物以及一行文
字：欢迎参加此次面试，面试共有 4 道题
目，准备好后请点击“开始”按钮作答⋯⋯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互联网应用
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上网课，线上远程
实习、求职，成为大学生校园生活的常
态。大学生怎样看待“线上”？线上生活改变
了什么？我们邀请不同年级的在校生，请他
们通过个人经历分享线上校园生活。

“有的同学甚至在被窝里听课”

中青报·中青网：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网课成为学校开展教育的主要方
式，大家对网课有怎样的印象和体验？

赵海若：网课已是常规场景了，就算

学校没受到疫情直接影响，部分不能返校

的同学也只能听网课。我感觉大家还需要

进一步适应网课，比如老师要注意与麦克

风的距离，让线上同学看到板书画面等。

上学期，我当一门课的助教时，就经常提

醒老师：如果您不拿麦克风，线上的人根

本就听不到。

我听说有很多同学经常在被子里面听

网课，这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我更喜欢面对面交流，学生表情能反映出

他接收信息的情况，老师的手势动作也能

促进教学。如果只是对着屏幕或摄像头，

交互感会被明显削弱。

林枫：客观来说，网课还是有两个优

势。首先，很多老师会提供录屏，学生可

以随时调整听课进度，对掌握较好的部分

可以开倍速，对听不太懂的内容可以反复

重播。在听课过程中，可以在网上搜索相

关资料，从而辅助听课。另外，一些同学

喜欢网课是因为可以减少通勤时间。大学

的教室不固定，需要在几个教学楼之间走

来走去，上网课节省了路上的时间。

但 我 个 人 还 是 偏 向 于 线 下 课 。 大 学

里，老师用的网课软件不是统一的，有的

老师也不熟悉系统怎么使用，会给学生听

课带来障碍。虽然网课系统有留言功能，

但有的老师不会看留言区，或者因为学生

表达不清而沟通不畅。学生听网课肯定不

如线下听课认真。早上 8 点的课，有同学

就会在床上听，甚至在被窝里听。

录播课程也有弊端，大家都去看回放

的话，网课仅有的互动性也丧失了。录播

课程也更加考验学生的自制力，因为它不

像直播课堂严格点名和考勤。

钱隆：网课的效果好不好，还是跟老

师的管理有关系。如果任课老师要求开摄

像头，大家肯定都会找一个比较干净的地

方，洗个头洗把脸，收拾一下自己，让自己

有学习的状态。如果任课老师不在意管理，

学生上网课的状态自然随意，甚至边吃东

西边听课。另外，我们专业除了上课学习，

田野调查很重要，相比过去的学长，我们这

几届调研和实践的经验就欠缺了不少。

赵海若：好的网课也有，但班级规模

越大，网课管理难度就越高。我们有过小

规 模 线 上 读 书 会 ， 大 家 都 会 把 摄 像 头 打

开，能够像面对面交流一样讨论问题。如

果是 100 多人的大班，在人群里“隐身”

就 比 较 容 易 了 。 有 管 理 要 求 比 较 高 的 老

师，上课会点名，还要求学生提问，提问

的质量和次数会记入成绩，这样的网课交

互性就比较强。

钱隆：还有一点，网课能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教育资源的地区差异、校际差异。

我就读的大学位于西南地区，学术资源肯

定没有北上广丰富。本专业的讲座、研讨

会改成线上举办，或者线上线下两个会场

同时举行，这为我了解其他学者的观点提

供了便利。即便疫情结束了，我还是希望

这种线上分享的形式能够保留。

“社 恐”的 同 学 线 上 面 试
发挥得更好

中青报·中青网：几名同学分别处在

不同的学习阶段，对实习、求职与相关面试
想必有不同感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赵海若：今年暑假，我正好刚刚经历

了一次线上实习。线上实习或者工作最大

的 影 响 ， 就 是 导 致 更 加 难 以 区 分 “ 公 领

域”与“私领域”。在线下上班，下班以

后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情，老板一般不会

不停地发消息、要求完成什么任务。如果

是线上实习，加班就显得理所当然，工作

与生活的时间也很难得到区分。

对学生来说，线上实习的学习收获也

会变得较少。我暑假实习的主要工作内容

是写公众号推文，如果实习单位的老师就

坐在自己身边，手把手指导修改，对实习

生能力的提升效果就更明显。线上实习的

交流就没那么直接。

不过，现在跨地区的远程实习也越来

越普遍。北京的学生能够通过互联网在杭

州的实习单位实习，这给大学生提供了更

多机会。

钱隆：我也觉得有些工作是没有办法

线上完成的。我和朋友从今年夏天开始尝

试创业，做非遗、手工制品的电商。尽管

是开网店，但我们还是需要与供货商面对

面谈合作。我们创业伙伴之间，也会约着

线下见面沟通。

赵海若：说到线上面试，它可能有利

于一部分人，但也会对另一部分人造成不

利。我在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的时候也是

线上面试，我喜欢与人面对面交流，线下

交流的表现力比较强，但线上交流就很难

让 面 试 老 师 感 受 到 这 点 。 老 师 问 一 个 问

题，我们一板一眼地答一个问题，缺乏轻

松自如的交流氛围。还有的面试，会让面

试者事先录好视频发过去，面对空荡荡的

镜头说话，我会表现得不像自己。

对于有些“社恐”的同学来说，在寝

室、家里隔着屏幕线上面试，处于比较熟

悉的环境，可能发挥得更好。

林枫：我刚刚上大二，虽然还没有经

历实习、求职的面试，但在升大学时经历

了强基计划的面试，一次是与教授通过屏

幕、摄像头交流，因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眼神交流，所以比较轻松自如，没有面

对面考我的压迫感。后来我又参加了一次

线下面试，面试老师是微笑、皱眉头还是

撇嘴，这些表情或动作我都可以看到，我

就会想自己回答得好不好，心里就会更紧

张一点。

在互助群里找回大学应有的氛围

中青报·中青网：除了学习和工作，
在个人社交、兴趣爱好、娱乐方面，线上
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赵海若：最明显的就是异地恋。通过

网络，我们可以一起听歌、打游戏、看视

频，用各种方式保持情感联系。

在校园生活上，如果对学校的管理措

施有意见，可以很方便地通过网络表达。

比如，有几个同学喜欢打羽毛球，但是之

前学校羽毛球馆被用来测核酸了，他们就

通过校长信箱建议转移核酸点。学校领导

很快听取了建议，在校园里分散设置核酸

点，羽毛球场馆也恢复开放了。校领导还会

关注学生的匿名发言墙，倾听学生的声音。

林枫：因为疫情封校的时候，同学们

只能在学校里吃食堂。但是，如果能够点

外卖或者网购，大家就会疯狂地在网上下

单，买零食、衣服，囤积生活必需品。大

家最不愿意听到的话是：“您的快递因疫

情防控被滞留在路上。”

封校期间，同学们还自发建立了互助

群。他们会在群里说，谁有苹果，谁有咖

啡，然后互相交换物资。虽然是“以物换

物”，但这种通过网络互帮互助拉近了同

学 之 间 的 距 离 。 还 有 同 学 开 了 分 享 电 子

书、电影、音乐的共享文档，大家会在上

面填写自己认为好看的东西，把文档填得

满满当当的。没有封楼的时候，几个喜欢

弹吉他的同学自发组织约歌群，邀请同学

一起大合唱。晚上在草地上吹着晚风，边

弹边唱周杰伦的歌，这就是大学的氛围，

让人非常感动。

钱隆：我的本科同学如今已分散在全

国各地，以前我们经常一起聚餐。现在很

难找到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了，有一天我们

就约了一波“云聚餐”。大家开着视频聊

天 ， 有 时 候 还 会 举 起 杯 子 隔 着 屏 幕 碰 一

下。因为太不容易在线下见面了，就需要

更用心地去经营友情。

中青报·中青网：网络在大学生活占
到多少比重？你怎么看待信息技术对于现
代生活的作用？

赵海若：网络占大学生活的比重肯定

是越来越大的。我的观点是不能因为技术

进步而放弃理想。网络确实带来了诸多便

利，但要分清楚什么是暂时的妥协，什么

才能真正让生活变得更好。

钱 隆 ： 网 络 对 方 方 面 面 的 渗 透 更 深

了。我认识一个习惯手写字的老师，以前

都不会用电脑，现在也开始使用微信处理

一些事情。但是，我也同意之前同学的说

法，互联网终究是有限的，人与人之间的

美好接触，本应抵达一个更自由、更广阔

的世界，去感受、看见、闻见、摸到。网

络把每个人变得数字化了，工作生活忙起

来时，只有手机提醒我们朋友的存在。我

觉得我们一定不能被网络数字化了，变成

一个不重要的虚拟符号。只有珍视真实的

“人”的相处，才能更懂得生活的意义。

林枫：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和两位学

长学姐不太一样，对网络的态度更积极一

些。平时我有 70%的时间花在网上，确实

体会到了它给我带来一些益处，包括更多

的学习资源、更多了解外部信息的渠道，

跟生活在不同地域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建

立联系。

但是，网络 也 消 耗 了 太 多 碎 片 化 的

时 间 ， 用 户 一 刷 就 刷 很 长 时 间 ， 算 法 让

你 深 陷 其 中 无 法 自 拔 。 我 觉 得 网 络 只 是

一种手段和方式，大家使用网络的时候，

要避免自己变成屏幕上冷漠的、和社会脱

节 的 人 。所 以 ，我 觉 得 网 络 只 是 一 种 辅 助

手段，帮助我们在成长路上追求自己想要

的东西。

珍惜人与人的联结“线上”才能抵达更远

□ 李晓鹏

因为毕业作品的选题问题，我在前

不久与 2019 级的学生进行了较 长 时 间

的沟通。他们一个普遍感觉 :已经到了

大 四 ， 明 年 就 要 毕 业 ， 好 多 事 都 没 来

得 及 做 ， 那 些 曾 经 憧 憬 过 的 大 学 校 园

生 活 ， 比 如 来 一 场 说 走 就 走 的 旅 行 、

谈 一 场 轰 轰 烈 烈 的 恋 爱 、 交 几 个 终 身

相 伴 的 朋 友 ， 等 等 ， 都 因 为 疫 情 而 泡

汤 。 更 令 人 惆 怅 的 是 ， 许 多 大 学 生 在

这 几 年 ， 已 经 越 来 越 习 惯 线 上 授 课 的

方 式 ， 从 而 缺 失 了 许 多 线 下 课 堂 授 课

的 机 会 ， 从 个 人 成 长 来 说 ， 这 是 一 种

无法弥补的缺憾。

确 实 ， 线 上 授 课 有 许 多 优 势 。 学

生 不 用 到 教 室 ， 只 需 要 在 寝 室 或 者 家

里 ， 便 可 在 知 识 的 海 洋 里 畅 游 。 网 络

容 量 几 乎 是 不 受 限 制 的 ， 一 场 直 播 可

能 聚 集 成 千 上 万 的 学 生 ， 尤 其 像 那 些

平 时 很 难 选 上 的 名 师 精 品 课 程 ， 学 生

在 线 上 更 容 易 听 到 。 老 师 讲 课 的 全 程

可 以 开 启 互 动 模 式 ， 一 边 讲 ， 一 边 做

课 堂 小 调 查 ， 提 问 题 ， 做 测 试 ， 互 动

结 果 马 上 就 能 出 来 ， 老 师 再 根 据 调 查

结 果 调 整 教 学 内 容 ， 以 便 精 准 授 课 。

加 之 网 课 成 本 低 廉 ， 即 使 没 有 疫 情 影

响 ， 也 会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学 校 、 老 师 、

学生采用线上课堂的方式来授课。

但 是 ， 网 络 授 课 也 有 天 然 缺 陷 。

老 师 无 法 获 知 学 生 听 课 的 具 体 状 态 ，

也 无 法 有 更 多 的 交 流 ， 所 谓 的 互 动 ，

实 际 上 就 变 成 了 老 师 一 个 人 在 动 。 从

课 堂 纪 律 的 角 度 讲 ， 作 为 教 师 ， 看 着

名 单 上 有 那 么 多 学 生 ， 却 根 本 不 知 道

他 们 有 没 有 在 听 课 ， 教 师 只 能 对 着 屏

幕发言，效果可想而知。

因 此 ， 从 实 际 教 学 效 果 来 看 ， 线

上 教 学 更 适 合 专 题 讲 座 性 质 的 授 课 场

景 ， 而 在 讲 授 系 统 性 知 识 的 校 园 课 程

体 系 中 ， 线 下 课 堂 教 学 却 又 有 某 些 线

上教学不具备的优势。

课 堂 教 学 采 取 的 是 集 中 授 课 的 形

式 ， 少 则 十 几 个 、 多 则 几 十 个 学 生 聚

集 在 一 起 ， 通 过 课 堂 的 形 式 构 建 起 一

个 共 同 学 习 的 场 景 ， 让 学 生 可 以 更 加

专 注 ， 学 习 效 率 更 高 。 老 师 与 学 生 可

以 面 对 面 交 流 ， 老 师 可 以 清 晰 地 看 到

学 生 对 授 课 内 容 的 反 馈 ， 包 括 面 部 表

情 、 肢 体 动 作 ， 等 等 ， 可 以 根 据 学 生

的 反 馈 来 决 定 讲 课 的 节 奏 ， 讲 课 的 效

率 也 得 到 了 提 高 。 学 生 可 以 有 更 多 机

会 开 展 面 对 面 的 真 实 互 动 ， 包 括 回 答

老 师 的 问 题 ， 同 学 之 间 互 相 讨 论 ， 这

种体验不是线上教学可以替代的。

校 园 的 课 程 往 往 是 成 体 系 的 ， 按

照 学 期 或 者 学 年 制 定 的 教 学 计 划 来 执

行 ， 一 门 课 程 ， 从 背 景 、 渊 源 、 理

论 、 实 践 等 各 个 层 面 进 行 介 绍 ， 构 成

了 一 个 完 整 的 知 识 体 系 ， 学 生 需 要 通

过 参 加 系 列 课 程 学 习 ， 循 序 渐 进 ， 由

浅 入 深 ， 才 能 逐 步 建 立 起 关 于 整 门 课

程的系统性认识。

并 且 ， 对 教 学 来 说 ， 知 识 的 获 取

其 实 并 不 特 别 重 要 ， 通 过 系 统 性 学 习

建 立 起 系 统 性 认 知 方 式 ， 可 能 更 为 重

要 。 但 线 上 课 程 做 不 到 真 实 的 学 习 场

景 构 建 ， 也 无 法 完 成 系 统 性 学 习 的 任

务 。 对 于 线 下 课 堂 教 学 来 说 ， 吸 纳 了

包 括 语 言 、 肢 体 、 表 情 、 五 官 感 觉 在

内 的 各 种 交 流 要 素 ， 获 得 的 教 学 效 果

必然是牢固的。

知 识 的 传 承 只 是 整 体 育 人 框 架 下

的 一 个 环 节 ， 生 命 的 体 验 ， 生 活 的 感

悟 以 及 价 值 观 、 方 法 论 的 确 立 ， 才 是

教 育 更 加 重 要 的 东 西 。 大 学 校 园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大 型 的 大 学 生 体 验 场 域 ， 有

老 师 们 的 言 传 身 教 ， 有 同 学 们 的 互 相

扶 持 ， 有 大 把 大 把 的 实 践 实 训 机 会 ，

有 无 数 的 社 团 协 会 ， 有 漂 亮 的 草 坪 ，

宏 伟 的 图 书 馆 ， 拥 挤 的食堂，有季节

变化，有春花秋月，更可能邂逅浪漫的

爱情⋯⋯这一切，其实都是更大的社会

场景在校园内部的再造和模拟，通过大

学校园场景的锻造，一个刚刚走出家门

的学生，才能逐渐成熟起来，懂得如何

去开启自己的人生，拥抱自己的生活。

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存在，人是不可

能也不应该脱离真实生活的，尤其是对

于正在成长中的学生来说，更不能用线

上课程替换线下课堂，把自己包裹在信

息茧房之中，从而失去探索真实世界的

能力。

（作者系浙大城市学院教师）

虚拟课堂
永远无法替代
真实的校园

□ 刘勇亮

50 多 年 前 ， 传 播 学 学 者 麦 克 卢 汉 在

《理解媒介》 一书中写下了“媒介是人的

延伸”这一振聋发聩的论断，提出“报刊

是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等令

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将媒介和技术的重要

性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今，

虚拟现实技术对人体的延伸已然不仅仅是

单个器官的延伸，而是对于整个身体乃至

精神世界的延伸与拓展。

作为智能技术时代的“原住民 ”，Z
世代大学生群体有着比其父辈们更为成熟

的技术使用能力和更高的技术素养，受到

的技术影响也更为深刻。在大学生群体之

中，技术革新带来的生活范式转变体现得

淋漓尽致。

首先，技术的迭代与跨学科融合实现

了时空的均衡，为大学生群体提供了沉浸

式的学习资源。今年十月，哈佛大学推出

了一个熔古铸今的数字媒体空间：CAM⁃
Lab Cave。这一数字空间是一个融合了人

文历史、数字科技与新媒体艺术的跨学科

尖端实验室与剧场，通过全息投影、动态

捕 捉 、 传 感 、VR、MR、 新 材 料 物 质 系

统等前沿技术的联动实验来展现跨越千年

的历史场景。

在其中，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和

见证中亚犍陀罗佛教遗存、中国唐代乐舞

文化、缅甸蒲甘塔寺等历史文化遗产。这

种跨学科、多种技术形式的深度融合，打

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再现了历史的环

境与场景，实现了科学、历史与艺术的革

命式共享，带给学生前所未有的深度学习

体验。

其次，身体的“在场”逐渐被新技术

所 淡 化 ， 大 学 生 身 临 其 境 地 远 程 参 与 毕

业、招聘等活动成为可能。AR 虚拟现实

等技术的落地构建了虚拟的“具身性”感

知，使人们虽然身处虚拟世界中，仍有现

实世界的实感，让“赛博人”从想象的概

念落地为现实的场景。

在今年夏天的 毕 业 季 ， 清 华 大 学 就

举办了一场“元宇宙招聘会”，通过设置

宣 讲 厅 、 咨 询 室 等 虚 拟 场 景 ， 让 毕 业 生

借 助 虚 拟 数 字 人 的 身 份 与 用 人 单 位 沟

通 。 2020 年 6 月 ， 中 国 传 媒 大 学 动 画 与

数 字 艺 术 学 院 率 先 在 游 戏 平 台 里 复 刻 了

像 素 风 校 园 ， 举 办 了 虚 拟 世 界 的 毕 业 设

计展览和毕业典礼。

在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影响下，大学

生的生活已经被全面重构。便利，成为技

术带给他们最直观的感受。比如，在线会

议 软 件 已 经 深 度 嵌 入 了 当 代 大 学 生 的 课

堂，在线上课不再是“新生活”而已经成

为“新常态”。大学生可以通过在线视频

会议云聚餐、玩桌游，还可以在音乐和视

频平台连麦听歌、看剧、刷综艺，时空的

界限被大幅打破。新技术的出现也为大学

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就业岗位，视

频博主、小程序开发者、原画师等都成为

大学生青睐的职业。

可以预见，未来的媒介技术将实现虚

拟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真正融合，人的身体

和意识会从中获取更为写实的深度体验。

届时，沉浸式体验会进一步发展为真实的

在场感，大学生的学习、科研和社交都会

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智能化阶段。从在线

课程到沉浸式课堂，线上上课不再是简单

的视频直播，而是在智能化的虚拟空间里

学习；科研实验不再必然需要实体的实验

设备，虚拟实验室可以便捷地创造出各种

实验环境；相隔千里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虚

拟人形象在智能空间聚餐、交流。

沉浸与在场，成为未来技术发展的必

然趋势。以往，在线会议等技术最为人诟

病之处是难以带来“沉浸感”，而虚拟现

实则通过建立虚拟人的方式，使用户能够

身临其境，实现身体“缺席”但精神“沉

浸”的数字孪生。

不过，对大学生来说，新技术建构的

生活图景并非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其

潜藏的隐患与问题也值得警惕。

大学生要意识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的差别，特别是要学会抽离。很多时候，

虚拟现实带给人的沉浸式体验建立在“脱

域”的基础之上，即人们为了避免现实世

界的压力选择从物理世界中逃离，进而投

身到虚拟世界之中。这种“脱域”一方面

可以帮助使用者获得暂时的情感补偿和精

神愉悦，但如果没有及时、彻底地从中抽

离，则很容易陷入虚拟世界的漩涡之中难

以自拔。

当下，元宇宙等更为高阶的新技术手

段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大

学生的生活图景正在被重构。如何在使用

好这些新技术的同时规避其中的弊端与隐

患，是需要大学生群体和整个社会合力思

考的课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
士研究生）

大学生活正悄悄被“元宇宙”改变

□ 张菲倚

尼 葛 洛 庞 帝 在 《数 字 化 生 存》 一

书 中 曾 这 样 解 释 “ 数 字 化 生 存 ”： 人

类 生 存 于 一 个 虚 拟 的 、 数 字 化 的 生

存 活 动 空 间 ， 在 这 个 空 间 里 人 们 应

用 数 字 技 术 （信 息 技 术） 从 事 信 息

传 播 、 交 流 、 学 习 、 工 作 等 活 动 。

20 多 年 前 的 预 测 ， 如 今 已 成 为 人 们

真 实 生 活 的 写 照 。 每 个 人 都 成 为 网

络 世 界 的 数 字 公 民 ， 浸 润 在 数 字 生

活 中 。

当 代 大 学 生 成 长 于 网 络 高 速 发 展

的 社 会 ， 被 称 为 “ 网 络 原 住 民 ”， 是

网 络 参 与 和 使 用 最 活 跃 的 群 体 之

一 。 早 上 登 录 线 上 会 议 室 ， 中 午 点

外 卖 ， 下 午 查 文 献 ， 晚 上 跑 完 步 发

个 朋 友 圈 ， 睡 前 网 上 购 物 、 刷 社 交

媒 体 ⋯⋯ 这 是 大 学 生 的 普 通 一 天 ，

始 于 网 络 又 终 于 网 络 ， 在 一 个 个 App
中 ， 他 们 思 考 、 学 习 、 生 活 和 娱 乐 。

数 字 化 不 仅 改 变 了 大 学 生 的 生 活

方 式 ， 也 塑 造 了 他 们 的 思 考 、 行 为

方 式 ； 它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工 具 ， 更 是

一 种 新 的 个 体 存 在 方 式 和 社 会 群 体

生 态 。

“ 5G 冲 浪 选 手 ” 们 随 时 保 持 在

线 ，“ 收 到 秒 回 ” 成 为 网 络 “ 社 交 礼

仪 ”， 每 隔 几 分 钟 就 要 看 下 手 机 ，

时 间 被 无 限 碎 片 化 。 伴 随 着 网 络 互

动 产 生 的 放 大 效 应 ， 虚 拟 世 界 和 现

实 社 会 之 间 的 界 线 愈 加 模 糊 。 深 处

其 中 的 学 生 会 感 到 自 己 的 思 想 与 他

人 的 思 想 可 以 轻 易 相 通 ， 并 在 心 理

层 面 上 把 网 络 空 间 视 为 自 己 思 想 与

行 为 的 延 伸 。 这 种 延 伸 ， 是 否 可 以

替 代 现 实 空 间 呢 ？

数 字 化 技 术 ， 让 学 生 面 临 互 动 与

自 我 调 节 的 博 弈 。 数 字 化 技 术 让 教

育 力 量 跨 越 山 海 ， 走 进 千 家 万 户 ，

拉 近 了 教 师 和 学 生 的 物 理 距 离 。 在

山 坡 上 找 网 的 女 孩 ， 靠 线 上 教 学 的

助 力 ， 成 功 迈 进 了 高 等 学 府 。 后 疫

情 时 代 ， 频 繁 被 打 断 的 线 下 教 学 让

老 师 “ 不 想 当 主 播 ”、 学 生 “ 不 想 上

网 课 ”， 甚 至 催 生 “ 网 课 学 困 生 ” 的

群 体 。 显 而 易 见 ， 数 字 化 技 术 拉 开

了 教 师 和 学 生 的 心 理 距 离 。

根 据 认 知 主 义 学 习 理 论 ， 个 体 的

学 习 行 为 并 非 是 对 刺 激 的 简 单 重 复 和

模 仿 ， 而 是 要 经 历 一 系 列 认 知 操 作 和

信 息 加 工 系 统 的 过 程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 师 生 交 互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 情 感 互

动 、 思 想 互 动 、 身 体 互 动 ， 才 能 让 学

生 保 持 学 习 的 兴 趣 。 在 网 络 学 习 情 境

中 ， 缺 少 教 师 面 对 面 的 监 督 与 引 导 ，

自 我 调 节 学 习 能 力 较 低 的 学 生 很 容 易

被 各 种 与 学 习 内 容 无 关 的 信 息 分 心 ，

或 者 在 对 学 习 内 容 的 加 工 过 程 中 无 法

有 效 运 用 自 我 调 节 学 习 策 略 ， 导 致 网

络 学 习 的 效 果 大 打 折 扣 。

“ 脑 力 流 失 ” 效 应 带 来 认 知 能 力 的

下 降 。 在 互 联 网 时 代 ， 手 机 占 据 了 大

学 生 的 时 间 与 精 力 。 强 大 的 搜 索 引 擎

带 来 的 便 利 正 在 钝 化 他 们 的 创 造 性 思

考 ， 碎 片 化 的 信 息 正 在 弱 化 他 们 的 深

层 次 学 习 ， 认 知 资 源 被 手 机 挤 占 ， 认

知 能 力 随 之 被 削 弱 。

根 据 得 克 萨 斯 大 学 的 实 验 ， 在 没

有 察 觉 的 情 况 下 ， 手 机 已 经 对 人 产 生

影 响 。 心 理 学 家 沃 德 博 士 解 释 ：“ 人 们

的 认 知 资 源 是 有 限 的 ， 智 能 手 机 被 设

计 出 来 时 ， 它 的 理 念 就 包 含 了 无 论 什

么 时 候 ， 它 都 能 在 认 知 资 源 中 占 据 优

先 地 位 。” 只 要 手 机 在 身 边 ， 脑 海 中 就

会 先 想 着 它 ， 从 而 降 低 学 习 记 忆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技 能 ， 这 就 是 “ 脑 力 流 失 ”

效 应 。

当 手 机 在 视 线 范 围 内 时 ，即 使 意 识

不 在 手 机 上 ，但 是 要 求 自 己 不 分 心 的 过

程，本 身 就 已 分 了 心 。所 以 大 家 会 有 这 种

体验：即使把手机设置成勿扰模式或静音

模式，学习、工作表 现 都 不 尽 如 人 意 。

网 络 社 交 可 能 影 响 深 层 次 亲 密 关

系 的 建 立 。 通 过 社 交 网 站 ， 大 学 生 可

以 获 得 更 广 泛 的 兴 趣 和 朋 友 关 系 ， 降

低 个 体 的 孤 独 感 ， 但 很 难 产 生 真 正 持

久 的 亲 密 关 系 。 科 学 研 究 证 明 ： 每 天

使 用 5-8 个 小 时 手 机 的 人 中 ， 43% 的 人

会 有 情 感 方 面 的 困 扰 。

一 方 面 ， 很 多 大 学 生 因 为 线 上 的

社 会 交 往 忽 视 了 线 下 关 系 的 建 立 和 发

展 ， 忽 略 了 接 触 带 来 的 温 暖 和 安 慰

感 ， 容 易 把 亲 人 、 室 友 变 成 “ 网 友 ”，

把 最 能 提 供 紧 密 社 会 支 持 的 关 系 维 系

于 脆 弱 的 网 络 。 他 们 获 得 的 是 大 量 浅

层 次 的 亲 密 关 系 ， 而 非 深 层 次 的 亲 密

关 系 。

另 一 方 面 ， 网 络 社 交 让 满 足 孤 独

的 即 时 性 得 到 提 升 以 后 ， 人 对 孤 独 的

感 受 阈 限 就 下 降 了 。 比 如 ， 从 前 的 孤

独 感 可 能 来 自 10 天 没 有 人 联 络 ， 而 现

在 只 要 10 分 钟 没 人 联 络 你 就 会 感 到 孤

独 ， 从 而 让 人 变 得 更 加 脆 弱 。

正 如 《网 络 心 理 学》 中 提 到 的 ，

网 络 空 间 是 个 虚 拟 世 界 ， 也 是 一 个 真

实 世 界 。 我 们 期 待 ， 深 处 新 时 代 的 青

年 大 学 生 ， 能 够 突 破 “ 网 络 化 生 存 ”

的 “ 茧 房 ”， 在 网 络 空 间 这 个 新 的 社 会

环 境 和 心 理 环 境 中 获 得 更 多 智 慧 ， 创

造 一 代 人 独 有 的 思 想 空 间 。

（作 者 系 西 南 大 学 团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 西 南 大 学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与 服 务 中 心
心理咨询师）

后疫情时代 大学生如何应对数字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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