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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尤其是对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来说，新媒体更是对他

们产生了浩大的冲击。大学生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力量，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能动作用。经研究

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着网络舆情治理不到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机制匮缺、家

校沟通不及时等问题。新媒体时代下，高校必须重视利用新媒体的作用，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并以此来强化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可行性和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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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media has brought tremendous changes to people’s daily lives, especially for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just beginning their careers, new media has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m.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core forc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rough research, it has been found that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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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some problems in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uch as inadequate govern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adequate mechanisms for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untimely com-
munication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universities must attach impor-
tance to utilizing the role of new media, actively carry ou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reby 
strengthen the feas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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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媒体时代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特征 

新媒体是一个变化的、动态的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延伸，特指与“传统

传媒”相对应的一种新型媒体。目前，新媒体主要是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传递信息、承载信

息的工具。新媒体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过去只能接受信息而现在能够传递信息，从信息的接收源转

变成为了发出源。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可以通过多种传播形式实现，新型媒体不断更新迭代。在新媒

体时代背景下，利用现代传媒技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能通过多种渠道展开，积极组织开展各式各样的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如心理座谈会、心理健康咨询等。学生从各种活动中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获取

形式多样心理健康咨询。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更加多元化，提高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反

馈能力，使心理健康教育成为一种双向互动的咨询机制。现代传媒还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

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 

1.1. 心理健康教育渠道更加多元 

新媒体时代，信息以接收者更加“可读可听可观可感”的友好方式呈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改革

创新不只是表现在内容的更新上，更多体现在教育教学方式的改变。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教学模式，突破了传统课堂学习的单一渠道，充分利用网站、微信、微博、微视频和客户端等多

种渠道推送与时俱进、图文并茂、立体感更强的内容，凭借着微信公众号、小红书、微博等新媒体平台

高校形式可以阅读涉及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文章，观看宣传视频，从身边可以接触到的新媒体平台中获

取心理辅导。 

1.2. 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更加丰富 

新媒体时代各种资源丰富，便于推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营造心理健康教育的氛围让学

生在活动中得到体验、感悟和成长。新媒体时代提供了线上线下、课内课外丰富资源，教师利用多媒体

辅助教学，以多语态、多形态的方式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改革与创新。网络上开展的主题直播、公

开课、心理健康调查问卷等，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以情感人、潜移默化的教学资源。 

2.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面临的挑战 

2.1. 新媒体时代信息良莠不齐 

新媒体是一种新兴的技术，是人与人之间实现信息传递的载体，其主体不但包含主动发出方，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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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被动收受方，使用者都是信息的发出、传播和接收者(陈睿羚，2016)。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快捷，所传

递的资讯多为轻量化、碎片化的信息，为了获得流量，时常发布极端、刺激眼球的内容。导致信息内容

的质量良莠不齐，缺乏监管，这就使得一些大学生在“沉迷”于网络世界的同时，还在接收着不良信息，

甚至会把不良信息带到学校和家庭。新媒体环境中潜藏着大量不良信息，会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不

利影响，比如思维障碍、情感冷漠、性格孤僻、焦虑孤独等问题，极大阻碍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人格

塑造(马建新等，2022)，大学生筛选和甄别能力较弱，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不足，缺乏正确处理信息

的能力，所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已经成为教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2.2. 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落后 

网络信息及文化质量良莠不齐。由于网络文化中不仅包括优质的心理教育资源，还包括落后的文化

糟粕，部分大学生极易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文化的影响(聂娟，2021)。高校学

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心理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进程。近年来，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种社会思潮侵袭，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也愈发严重。

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教师往往会忽视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预防以及规避加之心理健康课程往往以大课展

开，在传授过程中重视理论教育而忽视实践重要性，学生难以产生共鸣，加之不同学生有着个体差异，

而很多教师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依然采用传统大规模、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因而大大降低了心理健康

课程教学的效果(刘小松，2020)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刻

不容缓。然而目前大学生网络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较为落后，没有一套完整的执行体系，还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优化和改善。 

2.3. 家校之间缺乏有效沟通 

心理健康研究先驱精神病学家格林布拉特(MGreenblatt)等人的研究曾表明，心理健康与个人所拥有

的社会网络有很大关系，那些心理健康水平较高的人往往拥有较广泛的且支持性强的社会网络(李维，张

诗忠，2004)。家庭环境是大学生成长的重要场所，因此，应该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家庭环境。家长要做

好家庭教育工作，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性格特点。然而在目前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多数家长

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不够重视，并在学校需要家校合作时未能积极配合。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在

积极主动争取家长的支持与配合方面，高校做得还不够。许多学校只是在学生出现问题后才联系家长，

对家长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宣传也只是在特殊时期才进行。在合作方面，双方目前离互相协作还有一定

的距离，导致学校和家庭的合作比较被动的最大障碍是缺乏沟通。 

2.4. 大学生自身心智尚未成熟 

认知是表示“人脑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性和联系，并揭露事物对于人的意义与作用的心理活动”反映

了活动形式和人类感性活动过程及结果。简而言之就是：看到的、想到的和知道的事物在大脑反映过程

及结果。新媒体对大学生的认知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为大学生提供了巨量的信息资源，开阔了他们的

视野。另一方面，新媒体也为大学生提出了要求，要求其必须拥有辨析信息的能力。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网络信息化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和各个领域，尤其对大学生的心理发展产生着很大影

响。大学生尚未步入社会，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无法对社会有着清醒认知。他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

的阶段，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初步建立，但心理与生理发展不同步，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但其也要面对来自学习、生活、就业方面的压力，这使心理问

题的产生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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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媒体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改善策略 

3.1. 治理网络舆情，辨析网络信息 

曾润喜(2009)认为网络舆情可以定义为由于各种事件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

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网络舆情治理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大学生普遍

对新媒体有很大的兴趣，但对其弊端并不了解，蝴蝶效应和新媒体技术的结合使网络舆情事件爆发出难

以想象的扩大效应。近年来，“小作文式”爆料贴屡屡引发舆论海啸，此类爆料贴以讲故事的形式进行

叙述充满真实感和画面感，大学生对新媒体的认知有限，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分析能力，容易盲目战队被

别有用心人的利用。大学生需懂得网络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做到文明上网。高校需培育大学生

快速准确地获取信息，分辨信息的正确与错误的能力，教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利用新媒体来获得知识

和信息，但是要注意合理使用新媒体，不能沉迷于新媒体之中，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3.2. 线上线下结合，建立体制机制 

高校必须与时偕行，应时翻改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学习模式，这种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能够极大提升大学生的学习接受度，延伸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李忠艳

等，2021)。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应具有专门工作领导小组，

并且要有高级别的校领导负责。学校应制定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学校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院系应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班级则由班主任老师负责。2018 年出台的《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对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建设路线，要求各级教育工作部门与高校党委，“切实加

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心理育人质量。”(习近平，2016)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体系。高校应积极探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培养大学

生的自我调节能力，提升其心理素质。此外，高校应结合本校实际情况，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生心理健

康课程体系。 

3.3. 加强家校沟通，家校有机联动 

家校沟通是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助推剂。2022 年仙林大学城开展了“云中的对话”系列活动，7000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在线观看了直播，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陆晓花从健康、适应、学习和关

系四个方面跟大家探讨亲子关系议题，阐述了父母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呼吁父母去接纳和理解孩

子。在直播评论区家长表示了对陆晓花老师观点的认同以及对下一次的直播活动的期待。高校可以借助

QQ 和微信等社交软件建立家校交流平台，加强家校沟通，使家长和学校之间都能相互更好地了解学生情

况，交流更加便利。家长应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当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要及

时给予引导和帮助，以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家长要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不要只看到学生

的成绩，要了解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压力，通过老师或家长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学

生的内心真实想法，从而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家庭以育人为主，重点培养大学生的品德素质，学校以传

授知识为主，督促大学生学习，二者相互配合，可以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高爽，2021)。 

3.4. 加强自我管理，保持心理健康 

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在学习上要勤于思考，多学多问，多交流。利用网络资源学习相关知识，

拓宽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见识，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抵制不良信息的诱惑。在大学校园里，应运用

多种方式不断丰富自身的业余生活注意劳逸结合，避免过度劳累和紧张的心理状态，多参加一些体育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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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社会活动以及各种社团活动，以达到身心愉悦，精神愉快的效果。提高自己辨析网络信息的能力，

透过网络现象找寻其本质，冷静对对网络信息。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和父母的沟通，让父母对自己的身

心状况有着基本了解，并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认真填写调查问卷，出现问题及时进行心

理咨询。 

4. 结语 

新媒体时代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于心理还不太成熟的大学生来说更

是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心理健康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大学生的心理适应与调节能力将得到

明显的改善，进而能够更好地应对学习、人际交往、生活中的各种心理困扰和疾病，大幅减轻心理问题

对学生的负面影响，为学生的终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益西卓玛，202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既是提

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渠道，也是实现国家“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顺应时代教育要

求，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展，为今后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指明方向，这对提升高校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质量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多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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