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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内容丰富多彩，享乐者

沉溺于娱乐的海洋无法自拔，其华而不实的灵

魂终被巨浪吞噬湮没，而警惕者则始终坚持自

己的精神阵地，在波涛汹涌中淘洗自己的灵

魂。是沉是浮，吾辈青年又该何去何从？

愚独以为，保持一颗素心，在信息洪流中筑

起精神的壁垒，对接收的信息进行合理筛选，方

能不被流言所困、所扰，破除温暖的“信息茧

房”，化“茧”成蝶！

我们不禁发问：“为何互联网时代对人们自

身素养要求甚高？”静心察之，其根本归结于互

联网自带的不确定性与匿名性，让人心更难以

被洞察了。互联网本身作为一个海量信息的聚

合体，能为我们提供生活之便捷，但正因其体系

的庞大，构成复杂，便顺其自然地成了人们宣泄

自我的领地、博取存在感的工具。正是这样，当

下谣言四起，“饭圈乱象”“信息茧房”等问题愈

发严重。前些日子因一些网络谣言也让北大

“天才教授”韦东奕深陷泥沼之中。可见，青年

对于自身媒介素养的提高，早该提上日程。

那么，面对不可逆的时代潮流，青年又该如

何提高自己的“媒商”？

将目光聚集于自我而非他人，是非常重

要的。“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吾

辈都知，人孰能无过？当在网络社会中遇网络

乱象，我们要做的不是拿起键盘开始做社会愤

青，而应该沉下心询问自己是否也借助网络之

力对他人恶语相向，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接

续而言，学会筛选所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大数

据排山倒海，寻找真相便如寻那沧海一粟，或许

还未等我们辨明，我们早已陷入“乱花渐欲迷人

眼”的知觉麻木了。所以，合理筛选也是我们在

网络洪流中坚守自我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

或曰：“为何不改进互联网而是要去不断提

升人的素养？”互联网的确有极高的工具理性，

但我们必须知道，工具理性虽然重要，但也必须

为价值理性所服务。譬如一把刀，用来烹饪，我

们赞美的是厨师的技艺高超而不是刀的灵巧；

用来杀人作恶，我们憎恶的是坏人的无法无天

而不能问刀的罪状。所以，互联网自身衍生的

缺陷我们无能为力，工具的使用最终在人。

盛世不惧流言。吾辈青年应学会跳脱出温

暖避风的“茧房”，去认识、探索这个复杂的世

界。

破“茧”成蝶
高二（5）班 夏婧

“六个博士搞不定的方程被韦东奕分分

钟搞定”“哈佛为了他破百年校规”，被社交媒

体上层出不穷的碎片化信息包围，“慕强”心

理冲昏头脑，如今的我们似乎囿于层层叠叠

的信息茧房中难以脱身。

除此以外，青少年沉溺于花钱购买游戏

装备和打赏游戏主播的反面典型更是屡见不

鲜。

这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计算机技术高

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时代早已到来，身处良莠

不齐的网络信息漩涡之中，我们亟须提升自

身的媒介素养，拥有更高的“媒商”，做一个心

明眼亮的人。

“尽信书不如无书”，先贤于千百年前发

出的慨叹放到今天也依旧适用。自20世纪八

九十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以来，不断的迭代促使

数据库持续地更新，整个庞杂的信息系统中包

含着无数是是非非。若我们看到什么都听之

信之，只能被有心之人牵着鼻子走，完全丧失

自己的判断力与敏锐性。所以，我们需要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构建科学思维，对于被灌输的

信息进行合理筛选，辨别真伪，去伪存真。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遵行正道、坚守本心

的基础上。

坚守本心，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锣鼓在

侧而耳不闻。君可见，大敌当前，诸葛孔明空

城操琴，疑走魏军百万潮汐之众；君可见，奸

宦当道，面对“世人皆醉我独醒”之困境，屈平

正道直行，坚信“举世皆浊我独清”……在曾

经那般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他们仍能坚守本

心，抵抗靡靡之音，遵行自己所守之正道。那

么同理，我们亦应坚守本心，摒除外界干扰，

做心明眼亮之人，不为从众心理所胁迫，也不

迷失于被重重包裹的信息茧房。

况且如今的网络媒体，带给我们的也并

非尽是虚假庞杂或有心引导。所谓信息良莠

不齐，我们同样拥有那其中“良言”。

故依我之见，吾辈应乘这时代长风破万

里浪，利用信息网络的优势提升自己的媒介

素养，提高自己的判断力，明辨是非。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

长。立于时代洪流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

前，新青年们，做一个心明眼亮的人吧！明

辨是非，然后穷山距海，追光而行！

做个心明眼亮的人
高二（7）班 尹妍

常说“良药苦口”，将其投诸人的社会历

程也同样适用。

时代的云翳裹挟着喧嚣，信息的浪潮充

斥着诱惑，在如此境地下，提升青年人的媒介

素养、提高“媒商”便是一味大澄明的苦药，能

否神色如常地接受，其关键就在于有无那份

灵魂体检的勇气和自医精神。

媒介素养，即个人的精神姿态与道德修

养在网络世界的外化，其承载主体的特定性

决定它与网络技术发展必将密不可分。第三

次科技革命后，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无

论是互联还是各社交、新闻媒体，都以成倍的

速度更替、取代、创新。

正因如此，信息容量也同步增长，不可避

免地带来鱼龙混杂的虚假信息。媒介素养便

应运而生，其不仅是衡量个人网络判断力的

一柄标尺，更是对个人网络素质的考察。好

的媒介素养体现于网络语言的合理使用、辩

证客观看待海量信息等方面。与之相反，坏

的媒介素养并非个人之陋，经由网络加工、夸

大，极有可能引起血崩式的灾难。

那么，为何媒介素养作为“一味苦药”，并

鲜少为人接受？

究其根本，在于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和远

方性。当话语转化成冰冷的字符，世界的各

个角落联结成为整体，人们正在丧失对遥远的

他者的共情。“糖水爷爷”被迫收摊，粉发女孩

被网暴离世，韦东奕走红后谣言四起……一桩

桩的网络乱象，正彰显着人们对网络的误解和

媒介素养的丧失。一些人往往怀揣着“法不责

众”“不负责任”的想法，于网络上肆意炒作，却

忘记了这些行为本身就是道德的僭越。

有人说，网络纷繁变换，即使媒介素养低

下，只要不影响他人，自己仍可以自得其乐。

此言谬矣，提高个人媒介素养并非是一

个人的发展，而是网络社会的净化。大数据

推算日趋智能化，当网民多次浏览某一内容，

便再也跳脱不出此类怪圈，最终作茧自缚，成

为井底之蛙。唯有提高媒介素养，才能与丰

盈的世界接轨，从而避免“躲进小楼成一统”。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理应培养辩

证客观思维，不断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不为

浮华所惑，不为尘雾所蔽，成为新时代的火炬

手，让我们啜饮内心的火焰，以其旷照荒野，

奔赴烂漫山海。

给灵魂一次体检
高二（8）班 陈希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近日，

凭借洗脑的歌词《小小花园》这首儿歌风靡全

网。而发布者黄老师更是成了焦点，随之而来的

便是铺天盖地的谣言。有人质疑她幼教的身份，

有人传言她已辞去工作转行为MCN……黄老师

最终不堪其扰，选择关闭账号。

如此实例，在当今网络时代，不算少数。马

克、吐温曾言：“当真理还在系鞋带时，谣言已经

走遍了半个世界”。

由此观之，网络上人们由于身披马甲，便肆

无忌惮地化身为网络喷子，散播谣言，致使网络

出现乌烟瘴气。因此，青年人应提升自己的媒介

素养，拥有更高的“媒商”。

所谓媒商，即在谣言之下保持内心的自我评

判标准，不受他人诱惑，不随波逐流。韦东奕时

隔两年再上热搜，却不是因为其不修边幅和荣

耀，而是因为一些江湖谣言，虽然他之后便辟谣，

但是众多网友仍在神化他。由此观之，网络上的

一些人盲目追求爆点，他们不在乎真假，不在意

对他人的伤害，只是随波逐流。因此，青年人应

当守住内心道德准线，不要“背绳墨以追曲兮，竞

周容以为度。”

所谓媒商，即在诱惑之下仍然保住本心，而

不沉溺于浮生百象，虚无荒渺的网络世界。自网

络上抖音、B站等平台的推行，关于小孩用父母

的钱打赏主播的事屡见不鲜。青年人有自己的

喜好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因为平台的推送而无法

保住本心，拒绝诱惑，爱好便成了枷锁。《韩非子》

中曾云：“贪如大，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

天。”因此，青年人应当拒绝诱惑，保住本心，认清

本质，

但是，拥有谣言下仍不随波逐流，诱惑下仍

坚守初心的能力，便能使网络成为一片净土吗？

非也。有人会问：“面对谣言，面对不公时，是漠然

忍受良心拷问，或是挺身反抗人心莫测的刁难？”

我认为，面对危险明哲保身，本是人的本能，但如

若打破这种本能，在保护好自身且认为自已足够

强大，不害怕他人的闲言散语的前提下，青年人能

够发声、发热，这才能守得一片净土。

对于那些网络上的“正义使者”，他们习惯了

黑暗便开始讴歌它，他们为自己的苟且而沾沾自

喜，他们嘲笑那些勇敢发声的人，但是，“我们可

以卑微如尘埃，但不能扭曲如蛆虫”，青年人应当

规避此类行为，谣言止于智者，诱惑终于忍者，不

断提升媒介素养，以还网络一片净土。

还网络一片净土
高二（18）班 孙逸卓

苏轼如是感喟：“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

其有无，可乎？”

诚哉，千年前的大宋没有21世纪的网

络，而谣言与虚假却是统一的。守住内心之

诚，夜泊小舟绝壁下的实践精神，方能引领

吾辈青年提升媒介素养，修养真实自我人

格。

或是恶意歪曲，或是偶然失语。互联网

几个年代的狂欢中悄然磨灭着远古时人们

赤诚相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存在

虚伪的面具，媒介素养便应运而生。

媒介素养应在认识上提高警觉。我们

常常被裹挟在纷繁的信息浪潮中不知西

东。韦东奕被有心或无心者造谣，其根本是

满足了人内心里对英雄传说的向往。最流

行的谣言往往是能激发人类原始的欲望，或

是幻想，或是仅仅乐于看到他人的痛苦，而

有意识地选择相信虚无缥缈。媒介素养需

要我们压抑住心底的这种本能冲底，保持警

觉与冷静。

弗朗西斯曾言：“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

在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个人的媒介素

养，更应汇聚为人类的普遍共识。

尼采言曰：“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

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

泊。”时代的纷繁，应以缄默相对。宿白先生

被尊为“考古泰斗”而隐居北大，顾随先生桃

李满天下，却从不夸夸其谈，在历史上悠然

而亘古地矗立。时代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虚

伪，而先贤付诸一笑，如云漂泊，世间庸人议

论纷纷而不为所动。抱着缄默，谣言便如烟

雾退散。这样的优雅与从容，亦不失为岁月

里漫步风霜路上最好的随行者，也深深启迪

着我们打造时代的共同媒介素养。

而当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徐徐占领我

们的生活，人类尝试用数字计算与量化人类

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情感。千年后的田垄上

再反观现在，我们是否会像《百年孤独》中一

般茫然。一切无从得知，但沉溺其中必不可

取，而我们尝试思考媒介对于人类的价值意

义也不免为一种进步，但愿这种思考能永远

使我们保持理智。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哉？不可也。

夜泊小舟绝壁下
高二（19）班 屈建鹏

昔时丁氏“穿井得一人”的笑柄历历在

目，而当下韦东奕频频出面辟谣仍余温未

却。媒介更新换代，素养也不应踯躅不

前。信息狂潮肆虐，更加呼唤理性的思维、

温暖的人情与开拓的视野。

探其渊薮，正如《乌合之众》中所提到

的：“人们总是放弃自己的原则而在群体中

获得归属感。”信息的海啸冲刷着内心最坚

定的底线，舆论的风暴摧残着灵魂最柔软

的伤疤。人云亦云不再限于一种习惯，而

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群体道德。倘若谣

言四起，却无一个理性的头脑将真相从泥

淖中拔出，那才是一个时代最寂静的悲哀。

同样的，破窗效应也在启示着我们：当

始作俑者面对自己的“杰作”猖狂大笑时，

早已有人排着队等候着，将错误延续与扩

大。“糖水爷爷”谢永安难以承受网络舆论

的压力，放弃经营，回到家乡时，内心应当

是愤怒、无力而寒冷的吧。本来是温暖人

心的善举，却在一些人的恶意下，黑白混

淆，是非颠倒。群体不是道德失范的遮羞

布，更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的确，我们

需要质疑，需要不同的声音，但当未加考证

就予以否定的言论扑面而来，“正义感”就

变成了一种私刑，违背了初衷。所以说，多

一些理性的思考，多一些善良的体认，人间

的温情才能跨越阴霾，将苦痛烘烤得蓬松

而馨香。

如果说保持理性是指向外的媒介素

养，那么开拓视野则是指向内的自我修

行。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无处可藏。智

能化、个性化的推送背后却也暗藏“信息茧

房”的危机。井底之蛙不知山月升落，闭门

造车者不懂天地辽阔。被专一化的信息投

喂，只有思想狭隘而目空一切，阅历浅薄而

消极避世，困于舒适的茧中坠入万丈深渊

而毫不自知。此番，便需开拓视野，扩大自

己的信息半径，跳脱出舒适圈，俯视投喂机

制，方能保持人格独立，不做“文化穷人”。

“唯有远方花枝灿烂，唯有那光中的马

匹一路前行，踏着永生的花枝，驮着记忆与

梦想。”新时代的青年不应囿于“三人成虎”

的怪圈，也不能麻痹于“信息茧房”的舒适，

保持理性思维，扩展视野半径，提升媒介素

养。

理性思维 开拓视野
高二（20）班 侯静蕾

陈平原先生曾言：“对于个人与社会而

言，所谓韧性，就是在升降起落时能够从容

面对。”而放眼今朝社会信息的洪流之下，网

络化时代中繁杂拥冗的信息充斥身边，与模

式化定向化的推送交织成一张网，将众多迷

茫摇摆的人包裹，使沉溺其中难以自拔。如

何摆脱媒介的束缚成为许多青年难解之疑。

临渊回眸时，台湾现实散文家张晓风先

生曾点墨：“倘心中有荷，则长长的雨季何

患？”她怀着一代知识分子的朴素与诚挚，面

对信息化交织的网，不疾不浮，以体认生命

的方式道出其正解。雨季为网，而心中的荷

则为时代中自身的媒介素养。私以为，吾辈

青年芝兰秀发，虽无张晓风先生的坦然从

容，也应致力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努力做

到“心中有荷”。

心中有荷，提高“媒商”，能让我们摒弃

外界的定义与个体模式化的束缚，进而坚定

价值取向，实现价值跃迁。亦如存在主义作

家加缪一般，在对人类存在性的荒诞的确认

中，他仍旧创造反叛荒诞的意志。现实亦如

是，在对抗信息时代无用媒介信息的过程亦

使我们修身立基，立义明的，不会在信息的

舒适圈“娱乐致死”，而是坚定个人价值取

向，扶摇而上理想之国。

提高媒介素养的过程亦是清静内心，重

构身份构架的行动，在对冗杂媒介的审视之

中不再是时代与媒介对你的选择，而是你对

你所构建环境的选择。“日出并不意味着光

明，太阳也只不过是一颗晨星而已，只有在

我们醒着时，才是真正的破晓。”梭罗在《瓦

尔登湖》中如是说。心中有荷，提高媒商的

过程亦是沉淀得失荣辱，专注自我的超脱。

由此观之，心中有荷，则雨季何患？我

辈青年是应不断提高媒介素养，立身于信息

洪流之中。然有人言：“岁月静好，随信息洪

流漂泊无碍，栖身舒适圈何尝不是一种生

活？”

其实不然。人民日报寄语青年：“纵横

凌云笔，燕赵涌春潮。起笔，即是世界眼光；

落笔，即为时代标杆。”岁月静好非现实，奔

腾不息乃根本，贪图享乐实为人之本性，然

无用媒介信息终将成为槁心之地、溺志之

场，唯有突破舒适圈，方可驭生活，明远方，

一路劈波斩浪，领略生活真谛。

心中有荷 雨季何患
高二（21）班 黄睿杰

周国平曾感叹：“我如今最怀念的，是善良、丰

富、高贵。”

有人疑之：“当今信息化时代，网络上消息内容

数不胜数，何以不丰富？”

然而，“丰富”时代下的我辈青少年是更“丰富”

了，还是更偏激、更狭隘、更盲从，而迷失了本我呢？

在信息洪流之下，我们坚守原则、坚定追求真善美的

媒介素养在何处？

网上信息未经筛选，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青年

若无定力，便会在网络内容的一次次试探中误入歧

途。大千世界繁杂多变，青年一经误导而获得片刻

于枯燥无味日常生活中的宣泄口，便找寻到与叛逆

相合的刺激感与“罪恶”的快感，而在以自我为主宰

的信息茧房中自缚，错失大好前途；甚而有人以为网

络为法外之地，造谣传谣，成为网暴的施害者，最终

难免走上犯法的不归路。这一切都亟须我们青年提

升自身媒介素养以应对。

辛波斯卡被评为“能看见世界深处的裂缝”，正

因她能保持与华美文字的疏离感，才成就了“诗界莫

扎特”的优雅与深刻。而媒介素养作为在信息泛滥

的当今时代面对媒介及其功能理性而有取舍的态度

和“君子慎独”般自律的坚守，更需要我们像辛波斯

卡一样与媒介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忘现实、实事求

是，在其中冷静地观照生活，感受美，而非情感宣泄，

方能守住生命的本初，让网络为己所用。

读取媒介信息更应专注，不被其他无关信息与

言论干扰。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同时受邀被访，主

持人询问他们认为当今最珍贵的是什么，二人不约

而同地给出答案：专注。有理性冷静的态度只能让

我们于纷繁中明辨是非，而良好的媒介素养所呼吁

的“专注”还让大脑免于不必要的思考负担，减少“错

判”抑或陷入纷争和诱惑的可能。媒介素养“专注”

减轻思考负担的同时，更能让我们青年对所需事物

的认知在一次次理解中愈发深入，从而超越泛常物

象，领会其别样本质，达到《阿凡达》中“我看见你”那

般领悟其心其神的境界。若说媒介素养中冷静与理

性的疏离感能达到原初本我的自守，那专注则助我

们青年于新的信息时代中深入挖掘，化网络

为助手，实现生命的高蹈。

信息化的时代大势自

然难免，青年应坚持对自己

心灵的审视，以毫不动摇的

姿态迎接媒介的“考验”，培

养良好的媒介素养，方能奏

出时代的最强音！

理性为舟 专注以渡
高二（22）班 徐小雯

江苏省淮阴中学高二年级学生优秀作文展示

互联网的普及将人类带入了信息时代，人们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变得快捷、简易。人们接触
到的海量信息真伪难辨，“不信谣、不传谣”由于人们分辨不出“谣”而难以做到。人们往往被互
联网牵着鼻子走，被各种“投喂”信息包围。学会辨识媒体信息，学会甄别信息真伪尤显重要。

大数据时代，作为肩负重大使命的青年人，做出理性判断和评论尤为重要，面对媒介各种信
息时，我们要提升自己选择和理解的能力、质疑和评估的能力、创造和生产的能力，以及思辨的
反应能力等。江苏省淮阴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对这一社会现象展开了自己的深入思考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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