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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育中融入网络安全教育探究

◆莫丽莎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广西 南宁５３０００７)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网络成为学习与生活的重要媒介.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学习资料、阅读书籍

和沟通交流,帮助其提高自身知识水平.但网络存在隐蔽性风险,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安全措施,将给学生成长带来负

面影响.为此,中职教育积极在教育教学环节融入网络安全教育,使得安全教育走入常态化.基于此,文章从中职课

堂融入网络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入手,分析网络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网络安全教育在中职教育中的融入策略,

力求帮助学生掌握网络安全知识,从而带着网络安全意识走入社会与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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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的出现与广泛应用给人们创造了新的沟通方式，

可以零距离和无时差沟通，为生活增加了新色彩。 学生可

以在互联网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更可以在虚拟网络中释

放真实情感。 但沉迷网络会对学生生理与心理造成不同程

度的伤害，因此，有必要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融入网络安全教

育，减少网络给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培养学生安全使用网

络的意识，推动学生健康成长。 由此可见，探讨在中职课

堂中融入网络安全教育是必要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１　中职教育中融入网络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１．１　树立正确网络观

在中职教育教学中，网络安全知识的融入能够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学生运用网络来拓展自身知识

面，让网络成为真正的学习工具，不会沉迷网络。 教师会

在学科知识传授中巧妙融入网络安全教育内容，引导学生权

衡互联网络利弊，成功辨识不良信息，从而远离不健康内容

并规范自身网络行为，保护好个人隐私与成长信息。

１．２　掌握网络安全技巧

网络安全教育在中职教学中的融入可以引导学生形成一

定的自我保护意识，了解网络攻击类型与不同手段，懂得使

用网络安全工具，及时设置安全密码。 教师通过网络安全

教育融入，引导学生获得自保能力，掌握自主防护技巧，成

功预防网络安全带来的各种风险，保障学生信息的安全，同

时也能够形成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

２　中职教育中网络安全教育现状

２．１　观念略显滞后，忽视安全教育

在网络时代，威胁安全的手段发生了较大变化，网络信

息存在诸多不安全因素。 中职学生思想单纯，面对虚假新

闻信息诈骗不能及时辨别，易受不良信息影响，对学生身心

伤害很大。 因此，网络安全教育外延发生改变，网络安全

教育内涵也随之改变，不仅要保证学生人身安全，还要注意

其心理安全，了解学生行为发展趋势，对其行为产生原因进

行深入分析。 但部分中职教师对网络安全教育不够重视，

无法将其与日常教学有效结合。 学生不能在网络安全教育

中获得更多有益的信息，影响其网络安全意识形成。

２．２　教育方式单一，整体收效甚微

中职学生对新鲜事物有强烈好奇心，一旦在网络渠道中

获得满足，势必会沉迷其中。 而中职学校、教师、家长为

避免学生过多使用互联网，会采用带有强制性的措施禁止学

生长时期接触互联网，从而使情绪易波动的中职学生产生极

强抵触情绪并付诸行动，出现反叛行为，如沉迷网络游戏、

逃课上网或看网络小说等。 此种教育与管理效果甚微，易

让学生厌烦与抵触，所以无法真正理解网络双面性。

２．３　法制意识薄弱，抵御能力不足

近几年，网络犯罪数量骤增，特别是中职学生犯罪率上

升。 这是因为部分中职学生缺少社会经验，未形成抵御网

络风险的能力，同时对相关法律法规不够了解。 学生面对

校园不良网络贷款与网络诈骗，无法充分认识当中存在的隐

患与风险，不能自觉抵制，只想获得短暂满足感，暴露出其

防范能力不足的问题，无法抵御金钱诱惑。

２．４　良好习惯缺失，影响学生成长

在纷杂网络环境中，网络安全教育的开展很有必要。

但中职网络安全教育未能持续与有效开展，无法在学科教育

中全面融入，直接影响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 与此同

时，网络安全教育活动不能做到面面俱到，需要学生主动规

范网络行为，所以要重视良好习惯的培养。 但中职教育未

能积极开展行为习惯培养，使得学生安全意识难以形成，不

利于学生未来的成长。

３　中职课堂中融入网络安全教育的策略

３．１　更新教育理念，挖掘教育元素

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网络安全教育的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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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必须将网络安全教育与学科教学有效结合。 因

此，中职教师应立足教材，在语文教学中融入网络安全教

育，引导学生通过多元阅读活动挖掘出当中蕴含的网络安全

知识，继而巧妙融入，达到网络安全教育的预期效果。 例

如，在学习“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时，教师以“和谐即

美”为中心，带领学生学习与议论文相关的知识，帮助学生

掌握用材料进行论证的有效方法。 教师会鼓励学生调动自

身信息能力，查找音乐、绘画、建筑相关知识，找到其中的

联系。 学生会通过网络资源了解我国国徽的设计背景，看

到梁思成的成长经历，激发学生潜在的学习兴趣。 学生还

可以在网络视频中观看《清明上河图》《放牧图》，感受如何

论证绘画中的异同点。 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接触互

联网，而不再是被禁止，使其合理运用互联网。 教师会及

时鼓励学生探讨网络生活中的案例，用议论文的论证方式去

讲述时代的变化与互联网的利弊。 学生可以各抒己见，教

师也不强求内容与看法一致。 在开放式教学活动中，学生

会搜集网络安全案例，了解网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例

如，快递包装上的物流单、车票上的身份信息等属于个人隐

私，不应随意丢弃。 学生还了解到社会账户所填写的姓

名、手机号、学校与个人爱好等信息可能被恶意获取，所以

要谨慎填写，帮助学生构建网络安全意识。 在学习“师

说”时，教师组织小型辩论活动，如“上网利弊谈”，同时

融入法律法规内容，例如，《刑法》《计算软件保护条例》等

网络安全条例。 学生在辩论中了解法律，明白互联网世界

也是有法可依的，所以主动规范自身网络行为，自觉维护网

络公共秩序。

３．２　关注现实生活，组织主题活动

中职学生精力旺盛，需要教师结合学生个性喜好来组织

各种主题活动，培养中职学生网络安全意识。 为此，教师

应设计与网络安全教育相关的活动，使得学生在学习之余，

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合理利用网络来丰富学习资源与课下

生活，从而正确认识网络的真正作用，不再沉迷于网络。

中职教师应借助图文与小视频的方式展示网络安全教育内

容，引导学生在正确理念下去分辨如何让网络为自身而服

务，又该如何保证网络使用安全，例如，在学习过程中，通

过网络获得相应的学习资源，了解知识产生背景与知识应用

价值，又在学习任务完成之后，用网络来了解地理、历史、

语文等多学科知识，同时安排好固定的时候上网娱乐，而不

再毫无节制。 在该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融入网络安全教育

内容，不轻易连接免费 wifi，不要登录加密等级低的无线网

络，注意手机或者电脑中要安装安全管家，避免黑客通过免

费 wifi截取学生个人信息。 学生会注意上网安全，不登或

者慎登免费 wifi。 在学生懂得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基础之

上，教师组织绘画、音乐、航模、诗联学步、计算机编程等

第二课堂活动，引导学生劳逸结合，运用互联网去辅助学习

和娱乐，对其精神生活有一定充实作用。 学生懂得有节制

的上网，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来搜集有益信息，快速解决学

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例如，在学习“喜看稻菽千重浪——

记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袁隆平”时，教师组织课

前预习活动，学生可以使用自身喜爱的方式去制作袁隆平简

介。 学生会安排好预习时间，合理运用互联网去搜集知

识，同时看到网络对袁隆平的评价，感受网络中的正能量，

能够规范自身网络言行。 在学生了解新闻与通讯的真正区

别后，教师鼓励学生收集生活中传递正能量的案例，学生能

够观察生活并注意日常课外活动中带有正能量的事件，分散

对网络的注意力，懂得用阳光与激励性的语言去传递正能

量。 在不同的网络事件中，学生看到不同评论观点，能够

从多角度去理解事件内涵，不再随意评论，保证言论规范。

３．３　营造安全环境，抵制网络风险

在中职教育中，网络安全教育的融入要有目的、有计划

与有方向，不仅要善于挖掘网络安全教育元素，还应重视网

络安全教育的融入，结合教学基本规律向学生传授网络安全

教育内容。 教师可以组织一系列网络安全教育活动，帮助

学生积累网络安全知识，获得防范互联网威胁的能力。 教

师考虑到中职学生自身所了解的安全知识参差不齐，需要营

造出安全环境，大力推广与普及网络安全教育。 在日常教

学过程中，教师应重视课内与课外两个环节，可以在课堂与

学生互动，在课外组织演讲比赛、编课本剧等活动，宣传网

络安全教育。 例如，在课堂中，教师讲授“最后一片叶子”

时，提出问题“对一个人来说生命的信念决定着什么？”同

时引导学生思考“如果你是主人公，你会有什么样的信念”

“现在的你，如何理解生命的信念，请说说你的信念”学生

会思考只有坚持生命的信念，才能战胜一切，所以不能在网

络中浪费生命，必须让网络为实现生命的信念而服务。 学

生通过问题引导明白生命短暂，必须努力才能实现信念，所

以懂得合理安排学习、生活和娱乐的时间，不再沉迷于网

络，可以利用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提升自己。 此时，教

师及时融入网络安全教育，让学生理解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要利用网络优势为学习而服务，可以收集资料、探讨问题、

了解新闻内容等，而不是用网络去传递负面情绪和言论。

学生也不会因沉迷网络而荒废学业，也能够认识到社会需要

高素质人才，让“由他律”成功变为自律。 与此同时，中职

教师在网络安全教育中走出以“堵”为主的教育思路，开始

采用疏导方式，保证网络安全教育与学生思想行为特点相符

合。 例如，在课外，教师组织“走上辩论台”的课外活动，

开设网络安全教育讲座，通过抖音、快手等直播方式让学生

在互联网平台中主动完成网络安全教育相关知识学习，了解

网络犯罪分子如何诈骗学生，传授学生辨别网络诈骗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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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如选择浏览正规网站、使用官网下载的 App软件、不轻

易告知他人动态验证码等，通过正规途径查询信息、在正规

网站购物、不轻易点开陌生人发送的“红包”和链接等。

教师会通过故事会、专题板报与角色扮演等方式鼓励学生还

原网络暴力、网络诈骗、校园不良网贷等实例，感受网络安

全的重要性，也看到网络不安全因素带来的各种危害，能够

认识到网络安全知识学习的必要性，强化其网络安全意识。

在多样化的网络安全教育活动中，学生能够自觉抵制虚假、

消极等不安全网络信息，浏览有效健康信息。

３．４　增强安全意识，培养行为习惯

在中职教育中，教师要巧妙融入网络安全教育，增强学

生判断能力，使其能够辨识网络危险因素，合理保护信息与

人身安全。 为此，中职教育要重视网络安全教育，增强学

生上网安全意识，培养其正确的行为习惯，使得学生能够安

全上网并利用网络为学习与成长而服务。 例如，通过图文

展示《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主要内容，以“规范网络

行为”为主题，开展网络安全教育活动，在此前提下，学生

可以增强自身的网络安全意识，形成良好上网习惯。 教师

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方式指导学生在正确方式下分辨与选择优

质信息，远离不良信息，增强安全上网意识。 与此同时，

融入法制教育，对中职学生网络活动特点进行分析，结合学

生网络行为增设法制教育，帮助青少年正确区分犯罪行为，

培养其遵纪守法自觉性。 在具体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结

合写作训练来融入网络安全教育，例如，在“叙事要有波

澜”的写作活动中，教师以“有人加我为好友”为题目，鼓

励学生创作微型小说，构思一个网络安全小故事，说给同学

听一听。 在写作时，学生会明确网络不安全因素等，同时

理清思路，懂得在沟通中不回答涉及身份信息的问题，同时

也能带着网络安全意识确认网络好友身份。 学生还会讲述

如何应对诈骗，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吸引同学，巧用“误

会”等桥段让故事有波澜，留下悬念一起讨论。 在写作训

练中，学生明确想表达的主题，即网络安全，自觉抵制互联

网与手机中的不良信息。

４　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学

生的学习方式，也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影响中职学生的

健康成长。 因此，中职教育教学一定要足够重视网络安全

教育，结合中职学生成长特点在学科教育中融入网络安全教

育，引导中职学生形成网络安全意识，能够正确使用互联

网，以免遭受不良因素影响，确保学生能够在网络环境中成

长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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