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5卷第 2期 

2012年 6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V01．35．No．2 

Jun．2012 

DOI：10．39694．issn．1672-8874．2012．02．035 

网络思维的概念体系与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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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网络思维是运用网络科学的概念与方法进行问题求解、系统设计和人类行为及各类现象理解 

等涵盖网络科学之广度的一系列思维活动。网络思维是对计算思维的重要发展。网络思维是群体思维和社会思 

维，是计算机时代个体思维的拓展；网络计算和社会计算是对传统计算方法的增强；网络科学是对计算机科学 

的发展 ；网络思维是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协作共享的品质道德。本文将 系统阐述网络思维的概念体 系，探 

讨网络思维意识培养与能力训练的方法，从而使网络思维成为网络时代大学生 “一种普遍的认识和一类普适的 

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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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Thinking ：Capability and Concepts 

ZHU Pei—dong，ZHENG Qian—bing，XU Ming 

(College ofCompu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D ri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Network thinking involves a series of mental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network 

science，in seeking the solutions of a problem，designing a system and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beha~om or other 

phenomena． It is an important progress compared th computational thinking． Network thinking is characterized as 

coUective thinking or social thinking，the extension of the personal thinking in the personal computer era． Network 

computing and social computing act a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omputing methodology．Network science comes 

into being a,5 an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that expands the scope of computer science．Network think ing helps promote the 

collaboration and mng—to —share spirit with the saying“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 ．This article tries tentatively to 

clarify the conception of network thinking，and discusses how to boost the consciousness and possess the capab ilities， 

hoping it really serves as‘‘a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universally applicable ski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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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美国计算机学会通讯发表J．M．Wing教授 《计 

算思维》一文，系统地提出计算思维⋯的概念。2007年王 

飞跃研究员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杂志将其系统地引入国 

内 。J．M．Wing教授将计算思维定义为运用计算机科学 

的基础概念进行问题求解、系统设计和人类行为理解等涵 

盖计算机科学之广度的一系列思维活动。计算思维是计算 

机科学界最具基础性和长期性的思想，与理论思维、实验 

思维并称三大科学思维，计算方法与理论方法、实验方法 

公认为自然科学领域的三大科学方法 J。 

计算思维是计算机时代的产物，是面向社会上每个人 

的 “一种普遍的认识和一类普适的技能”。而当今社会进入 

网络时代，网络思维是对计算思维的重要发展，是面向当 

代大学生的”一种普遍的认识和一类普适的技能”。网络工 

具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是网络思维产生的基础。网络思 

维是群体思维和社会思维，是计算机时代个体思维的拓展； 

网络计算和社会计算是对传统计算方法的拓展；网络是各 

种系统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基本结构形态，网络科学是对计 

算机科学的发展。 

一

、 网络思维的产生与形成 

1．网络工具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是 网络思维产生的 

基础 

计算大师Dijkstra说过：“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影响着我 

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从而也将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 

思维能力。”电动机的出现引发了自动化的思维 ，计算机的 

出现催生了智能化的思维和计算思维 J。网络技术在人们 

日常工作、生活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培养、训练 

了人们新的思维模式，开放性、协同性、系统性等网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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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习惯逐渐形成。 

2．网络思维是网络时代的产物 

恩格斯曾经论述：“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 

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 

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在网络时代的 

今天，具有大系统思维是网络化时代的根本 ，它要求网络 

社会中的人在自己的行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上，不应只考虑 

局部、暂时的利益，而要树立团队精神与协作意识 ，共享 

网络文明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财富 ]。 

3．网络思维是群体思维和社会思维，是计算机时代个 

体思维的拓展 

根据思维主体的不同，思维方式可分为个体思维与社 

会 (群体)思维。网络思维是一种群体思维，是一种依靠 

群体行动求解社会复杂问题的方法。在线社会网络的发展 

速度和社会影响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并广泛用于社会交往、 

社会搜索、社会媒体等。社交网站和微博媒体的快速发展 

以及人肉搜索等社会网络行为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 

4．网络计算、社会计算是对传统计算方法的拓展 

从计算方法上看，网络时代计算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社会计算 (Social Computing)是一门现代计算技术与社会 

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一方面，研究计算机技术在社会中 

的应用，用以改善人们对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使用效能。 

另一个方面，借助计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力量，来帮助人 

类认识和研究社会科学甚至 自然科学的各种问题 。计算机 

网络的发展和社会交互程度的提高，使得当代社会科学、 

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已无法应对复杂动态的现代化网络社 

会带来的种种建模、分析、管理和控制方面的挑战。社会 

计算近年来迅速兴起和发展，成为应对当代信息社会条件 

下社会问题 日益呈现出动态性、快速性、开放性 、交互性 

和数据海量化等特点，处理网络化复杂社会系统的建模、 

分析、管理和控制等问题的有力方法和手段 ]。 

5．网络是普遍存在的基本结构形态，网络科学是对计 

算机科 学的发展 

在 自然界中存在蛋白质网络、神经网络、生态系统等 

多个层次的生物 网络和河流运输 网等多种物理网络 ，存在 

人造的电力网络、城市交通网络、航空网络、计算机网络 

等基础设施网络，人类社会中有商业网络、人际关系网、 

恐怖组织网络、军队指控网络等各种类型社会网络。网络 

科学 (Network Science)[7 3系统地研究和描述各种网络的互 

连结构和行为规律，建立预测模型并对网络的设计与控制 

提供可行的方法，逐渐成为一门新兴的快速发展的交叉科 

学，日益受到自然科学界、工程技术领域、军事领域和社 

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网络科学将整个世界看作 

大量的人、组织、生物和机器以多种方式互连形成的巨大、 

多样、复杂的网络。传统的分析方法在单独分析一些实体 

时是有效的，但是在解释实体内部和实体之间的交互和关 

系依赖时存在不足，网络科学就是对这些复杂互相关联实 

体域的模型化方法 J。 

二、国内外发展现状 

2006年，美国计算机学会通讯杂志系统地提出了计算 

思维的概念。“计算思维”关系到我们对计算、计算科学以 

及计算机科学转型与发展的基本认识 J。国内对计算思维 

非常重视，2010年7月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 

学指导委员会确定了以计算思维为核心的计算机基础课程 

的教学改革 。 

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 网络思维进行了一些考察和论 

述，例如庄朝兰”网络思维对辩证思维的继承与发展” 

阐述网络思维内涵、特征及对辩证思维的继承与发展。仇 

小敏”略论网络时代的思维方式”-l 阐释 了网络化思维对 

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仅限于一般性的学术探讨， 

网络思维的概念与方法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 

随着在线社会网络的发展，网络思维的内涵逐渐丰富。 

网络科学 思想与社会计算 。 方法的发展表明网络思维的 

培养在国外正得到重视。美国马里兰大学 Shneiderman教授 

在 《科学》杂志发表论文 并向奥巴马总统建议，在全国 

发起iPartieipate运动，利用Interact使全社会的人参与、贡 

献、合作，构建 社会行动网络 (Social Activity Network)， 

服务于健康、社区安全、教育、创新等国家关键任务。采 

用网络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现象催生了计算社 

会科学” ，社会思维和群体智能 、社会行动网络的构 

建-I 在问题求解、社会生产、社会管理等多个领域得到全 

面发展。 

网络是各种系统存在的基本形式，是二十一世纪经济、 

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目前普遍存在对理解、设计、管 

理网络的结构化知识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 Et益增长。现 

代战争以及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通过外交、 

信息、军事、经济 (DIME)等方面的行动，使当前的政 

治、军事、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信息状态达到期望的 

状态。美国西点军校成立网络科学中心，并以此作为教育 

和准备未来美军领导人 的重要举措”J。因此，对当代大学 

生而言，网络思维的训练对未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三、网络思维的概念体系 

下面力图对网络思维的内涵进行全面定义，从思维形 

态、思维方法、行为模式和社会道德四个层面全面论述网 

络思维的特征和要求，以建立网络思维的基本概念体系。 

1．网络思维意识和思维模式 

(1)非线性思维和发散思维 

网络超媒体的非线性结构使人们的思维超越了传统的 

线性方式。在网络世界浏览的过程中，人们利用超链接技 

术灵活自如地在信息空间遨游，思维的发散性得到训练和 

强化。 

(2)开放性的思维 

互联网的发展得益于网络体系结构的开放性。网络对 

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及其效应构成了网络时代开放性的深层 

动力，赋予思维方式的开放性。人们在网络世界浏览中感 

受到立体网络思维的魅力和宽广的空间，思维的空间实现 

了由封闭向开放的飞跃【1 。 

(3)系统观点和系统性思维 

网络打破了信息交往的时空限制，原来分散的个体通 

过网络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具有 

新的功能和特征，因此要求人们具有以整体、系统的角度 

去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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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史是一部创新的历史，网络技术的 

创造性无不激励着年轻人 探求未知、不 断开拓。Yahoo、 

Google、YouTube、Facebook等年轻学子创造的奇迹 ，为当 

代大学生和社会青年树立了技术创造和人生创业的楷模。 

(5)群体思维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创造了群体思维的平台 

如P2P文件共享、维基百科、社会搜索、个性化推荐等。 

这种群体思维形成了集群智能 (Collective Intelligence)，强 

调协作与协同，贯穿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思想 ，为 

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2．网络分析和问题求解的方法 

网络思维是基于图论进行形式化 ，把一个看来困难的 

问题转换为图论中的经典问题或重新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的 

角度，从而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通过某种联系将个体 

组成一个系统 ，从个体之间的关系角度理解或进行系统设 

计的方法；是按照全分布式和无中心的思想，进行系统组 

织管理结构设计的思维方法；是在海量数据中，通过数据 

挖掘来发现各要素关系和隐形网络结构的方法；是将一个 

大问题分解成大量的小问题 ，进行任务分配和并行处理的 

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就是要对社会 

网络中各种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 ，近年来随着 

社交网络等在线社会 网络的发展 ，成为一种普遍 的研究过 

程和 问 题 的 研 究 方 法 ，并 催 生 了 计 算 社 会 科 学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社会网络”指的是行动者 

及其之间关系的集合 ，如人与人之间的朋友关系、上下级 

关系、科研合作关系等，组织成员之间的沟通关系，国家 

之间的贸易关系等，在人际传播、企业知识管理、市场分 

析 、城市建设、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3．网络行为和社会实践方法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共同工作、共 同 

求解问题。网络思维是基于集群智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依 

靠群体的力量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支持下，解决以往 

手段难于解决的问题。例如，通过社会搜索、社会媒体、 

社会软件、市民科学等社会计算形式可以提高信息传播、 

系统开发与探求未知的效能。 

4．网络思维的品质素养和社会道德 

网络思维是一种协作与共享的思维方式，“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通过个体之间的相互合作，实现整体利益的最 

大化。从社会规范的层次上看，是社会公平与政治文明的 

基础。至于网络道德规范的培养和网络法制安全素质的教 

育，例如不发布不健康信息，不侵犯他人的隐私，不破坏 

或窃取他人的成果，则是网络思维更为基础和最为基本的 

品质与道德要求。 

四、网络思维能力的培养 

网络时代大学生网络思维能力的培养，将有助于提高 

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创新思维和创造力，适应信 

息化与网络化条件下社会各行各业的工作需求和未来社会 

发展。 

大学生网络思维能力的培养包括以下四个阶段：操作 

技能，网络信息素养，网络人文素养，网络核心知识体系。 

基于网络思维概念体系四个层面的要求，可以针对计算机 

与网络技术专业、理工科大学生、社科类大学生等不同类 

别，研究具体的实施方案。 

网络信息素养指个体在面对各种网络信息时的选择能 

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 

及思辨的反应能力。核心课程体系，可以包括网络科学概 

论，Interact应用技术，基于网络思维的网络程序设计，图 

论，计算机网络，Web系统应用技术，分布式算法，复杂 

网络系统，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及方法，社会计算与群体智 

能，数据挖掘，网络安全等。各个专业的学生可以根据需 

要选取。 

五、结束语 

正如计算思维一样，网络思维对于大学生课程学习、 

事业发展、身心成长和国家建设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网络思维是对计算思维的发展，是 

人类社会在网络时代超越个人计算机时代的进步。对网络 

思维概念的深刻认识和网络思维方法 的系统推广 ，也会与 

计算思维一样，会滞后于网络技术自身的发展和网络工具 

的广泛应用，但是只要我们深入研究、积极倡导和努力普 

及网络思维，不但会促进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且会为整个 

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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