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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媒体时代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社会领域的变革和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面对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主动

适应全媒体时代的发展形势，充分利用全程媒体在优化教育载体、全息媒体在增强教育体验、全员媒体

在突破教育主体、全效媒体在提升教育效果等方面提供的支持。除此之外，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受

到了挑战，主要体现在：全媒体增加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复杂性、加大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困难程度、

破坏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性以及影响了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等方面。着眼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
结合实证分析，高校应通过结合线上监测与线下教育、心理教育与思政教育、培训知识与提升技能、系

统性教育与个性化教育等内容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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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all-media era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field, and also provides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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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ntal health educators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all-media era,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support provided by whole-process media in optimizing 
educational carriers, holographic media in enhancing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ll-staff media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main body of education, and full-effect media in improving educational effects. 
In addition, the work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lso been chal-
lenged,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whole media has increased the complexity of mental health educa-
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undermined the 
integrit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affected the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cusing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bined with empirical 
analysi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by combining online 
monitoring and offline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raining knowledge and skill improvement, systematic education and personaliz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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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教育部作出了《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对提高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专业支撑和科学管理和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全

媒体是指采用多种媒体表现手段，综合利用多种媒介形态，针对不同受众不同需求，通过多种传播渠道、

平台、载体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融合型的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消费全面应用的当代媒体”(殷陆

君，2019)。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全媒体融合发展的时

代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

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这为高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带来机遇与挑战。当前，运

用全媒体开展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 基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发挥全媒体时代的教育优势 

由于长久以来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思维影响，教育者和受教育的思维固化，影响了心理健康效果。

全媒体基于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四个方面特征进行信息资源传播，面对当前高

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运用全媒体的四个特征优化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载体、增强教育体验、突破教育

主体、提升教育效果，对深刻改变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促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

作用。 

2.1. 全程媒体有利于优化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载体 

当前高校还没有完全运用全程媒体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信息化。“当前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往往离

不开教材、教育者、课堂教学，然而依托这三者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还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比如教材

内容修订的周期性、教育者教育效果的难以评估性以及课堂教学时间空间的制约性等，直接影响到心理

健康教育的整体效果”(薛红霞，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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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媒体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进行有效衔接，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从而优化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载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草稿)》中提出“用时间

消灭空间”(马克思，1980)的观点，“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最广范围的信息(或商品)传递”(闫研，陈

凡，2022)。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以全程媒体为载体，不仅能够利用信息快速传播的优势，克服空间受限等

问题，而且能够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料。如高校运用中国大学生在线、校园心

理健康教育平台等作为网络教育阵地，发挥心理健康教育新手段、新技术的示范性和引领性作用。 

2.2. 全息媒体有利于增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验 

高校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仍然比较单一、不灵活。当前的心理健康教育一般以授课的形式对相

对固定的课本知识和通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进行讲解，学生作为受教育者聆听教师的授课，整个过程缺

乏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和体验。 
全息媒体将文字、图片、视频融合在一起，营造出不同的“强效场景”，更加深刻地展现出心理健

康教育内容，增加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趣味性。“吸引是进行网络教育的根本前提”(骆郁廷，2016)。全息

媒体将心理健康教育元素融入信息传播内容，以“全息化”的技术优势增强学生在视觉、听觉、触觉等

方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使学生能够对知识所体现的内容感同身受，实现高校沉浸式、体验式心理健康

教育。如高校采用抖音、bilibili、贴吧等大学生广泛使用的媒体工具发布心理健康知识，既能全方位地接

受融合多媒体传播优势的心理健康教育，又调动感官实现对知识的巩固和消化。 

2.3. 全员媒体有利于突破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主体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主体还比较局限。开设专业课程、参加心理健康讲座通常是高校学生接受传统的

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方式，这种以心理专业教师、咨询师等教育者为主导进行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使得

教育主体受限。 
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全员媒体时代，技术构建了高校新型师生主客体关系，从单向的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灌输式教育到多向的师生以及全社会成员共同探讨心理健康问题，所有人无论何时

何地都可以“通过全媒体手段对任何人发布‘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教育信息”(李翔，巩建华，2021)。
陶行知曾经说过：“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全员媒体以多维度、全覆盖、自发性的特征使多元社会

主体参与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扩大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参与辐射面。如高校在“两微一端”发布心理

健康话题，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超话等端口开启网络评论，所有人都可以针对此话题结合自身经历谈

论想法，与大众共享。这不仅克服了传统媒体时代高校育人主体有限的弊端，而且实现了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人人育人”的效果。 

2.4. 全效媒体有利于提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效果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缺乏媒体发展新思维，精准化有待提高。当前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一般以一个学

期来安排教学计划，通常课程周期长并且教育效果难于量化评估和反馈。 
全效媒体对传播内容点击量、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等方面的监测，进而通过大数据基于用户画

像、需求等技术功能的分析，为用户推送可能感兴趣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实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分众

化、精准化实施，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化水平。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指出：“技术是

合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为”(海德格尔，2018)。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在全效媒体的分析下了解学生，

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交流互动与情感沟通，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果。如高校可以了解学生教育偏好，通过

快手短视频、知乎等平台为学生定制感兴趣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在突破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无法

评估问题的同时，使大学生能够更准确接收、学习、转化、践行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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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媒体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全媒体时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除了增强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力，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开拓新的

教育平台以外，还给大学生带来了新的心理冲击和冲突。科学分析全媒体时代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因素，就需要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放在全媒体时代的大环境中，梳理出全媒体信息传播的多元化、

全媒体信息传播的虚拟性、全媒体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全媒体信息传播的个性化等特征对心理健康

教育的复杂性、困难程度、系统性、效果的影响，以准确把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 

3.1. 全媒体信息传播的多元化增加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复杂性 

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是由一方向另一方的线性传播，传播者会过滤、筛选掉不符合当前社会主流的教

育信息，而全媒体时代随着传播渠道的不断拓展，逐渐形成了多元传播格局。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可以自

由的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而很多信息不加任何整理就传播给大学生，加大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复

杂性。主要体现在：内容多元化，一些境外敌对分子利用全媒体力量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收

买网络水军传播虚假消息，扭曲事实。大学生群体经验不足，在不实消息的诱导过程中容易弱化原有的

认知，造成偏激和从众心理；主体不成熟，大学生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思想观念，对于网络上良莠不

齐的信息还缺乏辨识能力，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误导性的信息接收容易造成

大学生人格异常、迷失自我等问题。 

3.2. 全媒体信息传播的虚拟性加大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困难程度 

全媒体时代的虚拟信息传播方式与现实社会传播的真实透明是不同的，这个过程是匿名的、隐蔽的，

交互双方是未知的，这也导致了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交往规则在网络空间冻结。主要体现在：一些

大学生认为在网络环境中无须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因而恣意言论，放纵自我，弱化了道德意识。与

此同时，网络空间自由放松的虚拟交往方式为大学生提供了全新的体验和便利，但也减少了大学生与社

会、亲人、老师、同学的现实交往，容易产生“社交恐惧”、出现性格孤僻等拒绝现实生活交际的现象，

加大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困难程度。 

3.3. 全媒体信息传播的“碎片化”破坏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性 

与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性相比较，全媒体巨大的信息数量往往伴随着碎片化的特征出现。这既

冲击了先前形成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又无益于大学生自我判断能力的继续培养。大学生群体每天面对这

些随时共享和更新的爆炸式信息，并运用扫描式、浏览式“浅学习”去快速获取信息和刺激，遇到问题

后往往不是自己先主动剖析和思考，而是打开网络平台搜索、查阅他人的想法，对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

分析能力都产生着负面影响，容易形成思维惰性。 

3.4. 全媒体信息传播的个性化弱化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传统媒体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信息一般是由高校直接发布的、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教育信息，

大学生接收到的信息往往是正面的、积极健康的。全媒体时代截然不同，不仅能使受众自主选择感兴趣

的内容，并且会根据用户的浏览记录、搜索记录等信息精准地推断出用户的兴趣爱好，并进行大数据分

析，从而提供相应的内容推荐。这就可能造成一些问题：一是部分媒体平台为了提高点击率、吸引流量

而盲目迎合大学生的喜好，把大学生更多地引向娱乐、购物以及虚拟社交等方面，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

达中断，造成网络成瘾、手机综合征等心理疾病。二是受众在享受着网络的自由愉悦过程中，部分网路

平台利用大数据的跟踪和监控技术侵犯隐私，对大学生造成精神、人格尊严损害。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7329


潘盈 
 

 

DOI: 10.12677/ap.2023.137329 2672 心理学进展 
 

4. 全媒体时代加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及实施效果分析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要与全媒体时代的新技术、新手段相结合，聚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的

目标要求，紧密结合全媒体四个特征的心理健康教育育人优势，立足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问题，坚

持心理健康教育线上监测与线下教育相结合、心理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培训知识与提升技能相结合、

系统性教育与个性化教育相结合。结合相关实证分析来看，这些措施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也呈

现出了较强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4.1. 线上监测与线下教育相结合 

全媒体时代网络技术的融合发展让大学生的心理不受束缚，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之中。而大

多数学生的心智还不够成熟，面对每天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干扰，难以做出准确判

断。因此，一方面“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加强对网络平台信息的实时监测，

及时从根源剔除网络不良信息，阻止不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网络行为，净化网络空间，为学生营造出

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刘英，2023)。根据学者杨虎民、余武调研显示，“仅有 11.05%的大学生能够

完全辨析出信息中的可信性、有效性和准确性”(杨虎民，余武，2014)。巴琳琳通过问卷相关数据统计分

析，认为“73%的大学生不认为或者不确定学校拥有健全的网络舆情管理系统，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

学校网络舆情管理系统对当前网络上的信息进行评价分析、并预测其发展形势，过滤负面虚假的信息是

必不可少的”(巴琳琳，2014)。另一方面，对大学生的网络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在教育学生形成自觉抵制

不良信息防范意识的同时，引导大学生传播有利于心理健康的信息，及时关注和分析学生的心理状况并

进行多种形式的正向价值教育。例如开展校园心理健康教育作品助推心理健康教育，深入实施内容建设

工程，引导师生共同参与创作具有积极导向、生动内容、创新形式的作品，增强心理健康教育效果。邱

小艳和宋宏福运用由郑日昌负责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CCSMHS)，“了解学生对教学效果的

满意程度及课程对自我的帮助情况，得出了相比传统的心理教育课程、讲座，体验式等多种形式的教学

方式在优化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上相对更有效的结论”(邱小艳，宋宏福，2013)。 

4.2.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全媒体时代的竞争也可被称为是“争夺眼球的战争”，想要在这场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必须抓住

大学生的眼球。为了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各媒体平台使劲浑身解数，这也给大学生带来诸多心理健康方

面的问题和冲突。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联系起来，实施疗心和育人双管齐下，有利于从宏观和微

观两方面更好地解决大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一是利用心理健康教育侧重于对人的心理层面的关注，通

过对学生自我意识、人格的培养和情绪管理等进行教育提高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

和承受能力。二是“同心理健康教育的细致性相比较，思政教育则更加宏观，利用思政教育更关注个体

的思想倾向、行为习惯，对大学生的品质和理想信念培养，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这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础”(冯丽，谭园园，2015)。“心

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相联，构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潘柳燕和陈露

露根据袁纯清的共生系统理论，“建立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共生关系的分析框架，基于分析

得出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共生关系有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心理健康教育与思

想政治教育的非对称互惠与连续共生状态和对称互惠与间歇共生状态并存的共生现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会存在，但当非对称互惠状态逐步减少，对称互惠状态由间歇逐步增多并成为常态”(潘柳燕，陈露露，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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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培训知识与提升技能相结合 

高校承担着育人的重要使命，教育工作者始终是教育的主体力量，面对全媒体时代纷繁复杂的网络

环境，高校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必须要求教师队伍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信息素养和专业知识与技能。

其一，“教师信息数据素养是信息素养的拓展和延伸，是教师能对教育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收集、

处理、分析与应用，以提升自身专业技能和学生学习效果的能力”(李新，杨现民，晋欣泉，2019)。因此，

高校应邀请专业信息技术人员举办相关讲座，组织教育工作者进行技术培训，使教师具备扎实的理论素

养和高超的方法技能，能够科学合理收集学生的信息关注的数据并进行分析，找到碎片化信息的网络触

点，通过对数据的运用进行精准心理健康教育科研、教学。其二，在全媒体时代要做好大生学的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必须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专业素养，促使教师将心理健康知识储备融入到日常的学生

心理咨询实践中，能够运用全面性、系统化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学生摆脱心理困惑，促进学生科学文化素

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发展，真正成为学生的心灵净化师。方双虎和陈志强列举了发达国家学校对于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的要求，阐明了建设一支素质优良、专业过硬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队伍对于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方双虎，陈志强，2011)。 

4.4. 系统性教育与个性化教育相结合 

面对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由于大学生的成长阶段相同，高校要开展系统化的心理健康教

育；而每位学生的成长环境和个人经历却不同，对不同的学生就要开展适合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基于

此，在心理健康育人过程中将系统化和个性化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共同发挥育人作用。其一，依据高

校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开设进行线上线下系统性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育内容要基于应对社会矛盾

和社会心态而设置，在同时关注到教师、家长的心理健康地前提下，营造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和谐氛围，

并为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支持”(李忠艳，雒文虎，胡菊华，2021)。其二，根据学校开展的

心理健康调查问卷、教师通过大数据调查了解到的学生心理状况信息以及学生个人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需

求，开展个性化定制教育服务。针对学生个人情况可选择性开展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心理健康教育实

践活动等，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既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必然要求，又是提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效

性的有效途径。彭娟等人通过研究自我认知的团体辅导对心理咨询师个人成长的影响，认为“有针对性

团体辅导活动设计有助于心理师的个人成长及专业素质的提高，并且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也具有

一定的借鉴作用”(彭娟，杨映萍，周建南，欧薇，2013)。 

5. 结语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明确地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说明了心

理健康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性。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因此，

充分发挥有利条件，科学分析面临的挑战，重点在线上监测与线下教育两方面、心理教育与思政教育两

方面、培训知识与提升技能两方面、系统性教育与个性化教育两方面加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帮助高校

摆脱当前心理教育困境，使教育工作者能够高效、精准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升学生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保障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实现心理健康教育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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