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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其他学科的发展，在企业竞争情报分析

中，可拓数据挖掘也会得到应用和发展。

3.2 向可拓知识挖掘发展

从调查结果来看，尽管目前对可拓

知识挖掘的研究几乎没有。然而随着信息

量的增多，未来信息的利用形式不再局限

于对信息的加工、处理、利用，而是对知

识的直接吸收、处理。人们会更倾向于直

接从知识库中获取所需要的数据，因此，

可拓数据挖掘也必定会想可拓知识挖掘发

展，以满足人们在面对海量信息时对知识

的需求。可拓知识的研究目前比较多，并

在一些领域得到应用，根据事务发展的趋

势，未来可拓数据挖掘必然向可拓知识挖

掘发展，利用知识规则来对变化的知识进

行深度挖掘，以更好地掌握事物的发展规

律，为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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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吕丽娟
（同济大学法政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网络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新兴事物，正在中国日益兴起和发展，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形态。虽然目前学界对这一概念没有权威的界定，但是网络公民社
会的兴起和发展却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探究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兴起原因、发展利弊以及面临的困境无疑将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
【关键词】网络公民社会；网络传播；社会公共领域

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蓬勃兴起，学

界对其产生与发展也有过许多的研究和论

述。然而，在探讨公民社会的飞速发展的

同时，我们决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网络对公民社会的促进与推动作

用。网络不仅推动了现实中的公民社会的

发展，也扩大了公民社会的范围，形成了

一个新兴的群落，那就是网络公民社会。

1.网络公民社会的定义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享有对

于国家的自主性，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

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

合而成。一般认为，公民社会组织有以下

几个特点：(1)非官方性；(2)非营利性；

(3)相对独立性；(4)自愿性。网络公民社

会，则是指这个独立、自主、非官方、非

营利的场域，可以在网络的空间中成形与

实践，并进行交互的沟通与传播， 后产

生独立于国家权力以外的影响，打造一个

真正属于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

2.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兴起

毫无疑问，网络公民社会的兴起离不

网络的作用，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媒介，

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工具，对网络公

民社会的兴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

它为网络公民社会提供了数量庞大的成员

群体和广阔的表达空间。据哥伦比亚大学

亚洲与中东文化系杨国斌副教授统计，

2002年底，中国有5910万网民，到2007

年6月，这个数据达到1.62亿。2003年以

来，手机短信、论坛、博客等呈现出迅速

发展状况，如更新比较积极的博客已经从

2002年的23万发展到2006年的770万。其

次，它为网络公民们提供了快速有效的信

息和简易高效的活动平台。这一点在公民

活动和志愿协会里体现的更加明显，在网

络的支撑下，网络和公民社会创造了许多

网络事件，推动了网络公民社会的发展。

3.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兴起原因

3.1 历史原因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帝制国

家，各个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都注重

“灭思”，对民间思想控制严密，长期以

来官和民都是一种两极对立的形式，一些辅

助政府管理的乡绅阶层也或多或少与政府有

着一定的联系，成为帮助政府维持稳定的工

具，因而官民之间不可能出现一个有效的公

共活动空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

是家国同构，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国家

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民众容易受控制，这

就导致了社会自主性的降低，虽然这一时期

中国的市民社会 始出现，然而处于雏形阶

段的市民社会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性”即

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根据政府有关民间组织

登记和管理条例的规定，任何民间组织的登

记注册，都必须挂靠在某一个党政权力机关

作为它的主管部门，作为主管机关的权利机

关必须对该民间组织负政治领导责任。但随

着改革 放进程的深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

制在中国的 终确立，政府职能 始从“管

理型”向“服务型”转换，社会公共生活领

域被腾空，政府的让位使得公民的自我管理

和自我意见表达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虽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受传统观念和历史的影响，中国公民的话

语空间还不是很宽阔，尽管政府也推行了各

种举措，如信访制度，媒体舆论，但总体来

说还是有限的，尤其是这些制度还缺乏有效

的法律保障，因而借助网络这一虚拟空间表

达自己则是中国公民争取话语权的一个有效

平台。

3.2 现实原因

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模式，网络传播

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以较低的准入门槛和低

廉的成本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渠道。其广泛的社会参与度利于形成强

大的网络公民社会成员群体，其参与者的

匿名性则为网络公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

的活动空间。

4.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

4.1 网络公民社会有利于共同社会议

题的形成

网络突破了行政区域和距离的限制，

形成了一个相互贯通的平台，有利于某个

区域、某个群体、某个个人的信息在短时

间内迅速传播，从而便于不同地区的人迅

速获取信息，形成共同的议题。2008年奥

运火炬在巴黎被抢之所以引起国内外的一

片声讨和抗议，就是归功于网络传播的高

效快速，网络不再局限于国内这个有限的

空间，而是扩展到全世界，令全世界的中

国公民能够行动一致，有力抵制藏独分裂

势力及国外反华势力。

4.2 网络公民社会为公民参政议政提

供了较低的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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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不仅以 廉价的方式为网络公民

社会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而且为网络公民提

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相对安全的公共空间，

从而为网络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提供了便

利和可能。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必然

会经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博弈，其中

一方面矛盾的激化便会使整个社会系统的正

常运转受到影响，网络一方面通过快速的信

息发布实现信息上传下达，使受众可以在

快时间内得到相关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媒介

所构筑的群体意见可以被相关部门迅速感知

并对这种感知作出相应的回馈，避免了某些

群体、个人和政治社会直接的对立冲突，使

得社会系统可以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华南虎照事件、躲猫猫事件都是在媒介的参

与和引导下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得到了解

决。

4.3 网络公民社会中的匿名个体对强

势利益的挑战容易引起关注

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资源

正面临重新分配，在这种分配中，必然存在

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的利益博弈。在既有的

形势下，已有的强势集团必然在这种资源的

重新配置中处于优势地位，在现实社会中很

可能侵占弱势群体甚至弱势个人的资源。在

网络公民社会中，这种分散匿名的个体对强

势群体和既定法规的反抗与质疑，使得一些

非利益相关人员在心底给予弱势群体同情和

关注，而这种在心底里的同情和关注就刺激

和激励一些人义无反顾的步入这种表达者的

行列。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中，正是以受害者

家属的网上发帖求助为起点，在极短的时间

内引起网友的关注，弱势的砖厂工人尤其是

童工的非人遭遇、童工父母痛苦艰难的处境

和砖厂负责人的霸权、强制形成了强烈的

对比，直接触动了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 底

线，从而形成了广大非利益相关者持续的声

讨、谴责乃至亲自奔赴山西解救人员的行

动，在各个层面上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

力，推动该事件的 终解决。

5.网络公民社会的弊端

5.1 网络公民社会缺乏稳固性

网络公民社会由于其匿名性及信息的

网状传播结构而使得意见领袖的地位被拉

平，与现实中的公民社会领袖不同，网络

公民社会中的领袖往往不具备特殊地位，缺

乏完整的价值体系、群体规划和坚定信念。

他们总是因外部的偶然刺激而产生，并随着

事件的暂时扭转而迅速隐没，这就容易导致

整个网络群体缺乏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

求。由网络传播所构成的公民群体往往是一

些自发群体，他们往往受到物质环境中的偶

然事件所支配，并被某些相对极端的情绪所

感染，这种自发的群体在事件当中能够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由于缺乏共同信念的

指导因此这样的群体往往是临时和短暂的，

当偶然事件得到解决或是告一段落之后，群

体也就相应的解散或消沉，并没有一个稳定

的组织或一个长期有效的运转机制接受他们

的残余力量、保护他们的生存或者确保群体

得以继续保存下去。

5.2 网络公民社会的感性化色彩过于

浓厚

网络公民社会中的个体尽管生活方

式、职业、性格、兴趣爱好各不相同，但当

他们作为网络公民的时候，往往容易获得一

种集体心理，本来相对弱势的个体意见在形

成群体时会感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

其敢于发泄其作为个体时必须加以克制的欲

望。而网络群体的匿名性使其不必承担相应

的责任，如此，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

消失了，而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往往以诉诸

感情的方式并以耸动、煽情甚至是暴力的字

眼来获得一种公众的关注和认同，这使得由

网络传播构成的群体相较于其他群体更容易

受到传染和暗示。尤其当事实本身并不清晰

的时候，他人的意见和观感便会成为信息的

主要来源。

6.中国网络公民社会构建与发展在未

来面临的困境

第一，尽管网络传播为网络公民社会

提供了一个较大的表达空间，但如何确保这

个空间的充分自由，如何避免网络公民表达

意见的权利受到侵犯，这就需要一个高效安

全的体制加以保障。因此，较好地体制保障

是网络公民社会构建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二，互联网本质是匿名性和流动

性，而公民社会呼唤的是一种公民的责任

和诚信，从公民本身个人和用户来说，要

自律，要有公民性，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

情，要有道德规范。从网络公民社会的构

建来说，应培育高素质的网络公民，同时

应加强对网络公民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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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iki平台的课程素材库建设

徐勤岸
（南通广播电视大学教育技术中心，江苏 南通 226006）

【摘要】课程素材是课程教学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好的素材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呈现教学内容，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但是教师（特别是新教师）个人对课程素材
的拥有量是比较少的，这就阻碍了教师使用多媒体资源的热情，也无形中对教学效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Wiki作为一个集体协作的共享平台，能够在它基础上建设一个
课程素材资源库，实现课程素材资源的共建共享。这样可以提高素材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新教师的工作力度和难度，有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
【关键词】Wiki；课程素材；共建共享；集体协作

1.新教师面临的困难

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新教师，每个人

对工作都是满腔热情，希望将工作做好，

特别是把课讲好。正所谓“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要想把课讲好，课前的教

学设计是基础，也是关键。

教学设计是为学生策划学习资源和

学习活动的过程，各种教学资源的使用是

教学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大量采用

多媒体教学，教学资源和材料的形式也越

来越丰富，可以是文本、图片、视频、音

频、动画等，充分利用这些多媒体教学资

源可以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利于

学生更好的接收和理解。于是如何获取大

量的多媒体教学素材资源就成为了一个非

常重要的问题。

教学素材资源可以通过收集、购买

和制作等途径获得。但对于个人来说，他

（她）所拥有的素材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

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他们对素材资源

基本上没有什么积累。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

况：在教学设计过程中，他（她）可能希望

使用某些素材资源来实现某种效果，但是他

（她）自己却没有这种素材资源，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