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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新媒体、大数据资源、云计算处理等信息技术成为了重要的教育

工具，这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新的契机。但互联网中充斥着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处于人生重要

成长阶段的高校大学生价值观发展并不成熟，更容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造成认知偏差。因此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不仅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契机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本文主要通过从分析互联

网时代落实心理健康教育创新的必要性以及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入手，

提出有效的运用互联网技术，创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让各种心理教育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从

而促使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在新时代发展中最大程度地发挥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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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network new media, big data resources, and cloud computing processing have become 
important educational tools, bring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
ties. However, the internet is filled with a large amount of mixed information, and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in an important stage of life growth have immature values and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cognitive biases caused by negativ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Ther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In-
ternet era not only brings opportunities but also poses new challenges and requirement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mplement-
ing innovation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Internet era,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era. It proposes effective 
us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o innovate method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l-
lowing various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to be fully utilized, and thus promoting the 
maximum effec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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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依据马克思主义人学中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人的

全面发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薛会来，孙峰岩，孙怡青，2023)。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更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教育是为了促进学生个性的全

面和谐发展，其中全面发展就包括人的知识技能水平、思想道德品质以及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的发展

(张媛媛，2023)。因此在培育人时要注意人的各方面的发展，其中包括心理素质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是

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2023 年教育部等十

七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计划中要求将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德育思政工作全过程。提出通过开设心理健康相关课程、发挥课堂教学作用和全方

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三个方面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这表示心理健康教育已然成为高校课程结构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 2023 年 6 月在北京发布了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1109 万

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网络环境为他们的生活、学习和信息流通带来了便

利。对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来说，网络的迅猛发展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这

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互联网+心理健康教育有

两个内涵，一是网络环境下的心理健康教育，二是基于互联网的心理健康教育，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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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环境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即利用网络环境的开放性、虚拟性、平等性和互动性，提出互联网作为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定位、新工具和新方法，以改善和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一

种全新模式(徐菁，李晓路，苏清元，张哲豪，2020)。近年来，“互联网+”的优势在各个领域中逐渐显

露，并取得成效。为满足时代的发展趋势，利用互联网+背景下的技术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完善高校心

理健康教育的必然要求。 

2. 互联网+背景下探索心理健康教育创新的必要性 

2.1. 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中国现代社会信息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化技术在教育行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很

多教育领域开始抓住互联网这一发展机遇，利用“互联网+”构成新的教学模式。近年来，面对学生日益

严峻的心理健康问题，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受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相应的完善心理健康教育的政

策陆续出台。很多高校组织了专门的心理辅导机构来解决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心理问题，但并未

达到预期效果。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应让学校、系部以及班级构建成一个整体，其工作模式应体现知识

宣传、课堂教学、心理普查、主题活动、咨询辅导等等(李思娴，周海波，2023)。而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

很难完成所有的工作流程，及时按照一整套流程进行完毕，也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时效性难以得到保障。

网络技术可以为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搭建更为宽广的舞台，因此为了及时、全方位的对学生身心健康的

发展做出保障，将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不断应用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打造互联网+心理健康教

育的教学模式，这是必要的一种优化方式。而在互联网+背景下加快推进信息化技术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中的应用，这对于及时分析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提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效能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在互联

网背景下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进行创新是时代发展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必然要求。 

2.2. 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迫切要求 

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提升学生的素质、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高校中的学生

作为未来时代发展的主力军，需要拥有健康的心理状态。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难以避免会因为生活环境

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利用互联网+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时可以结合学生的个性需求从

而调整适当的教育模式，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时更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让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呈现出

正常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新的技术可以为新时期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为学生的自由

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网络的推广使用，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使用网络进行学习，在线学习使

得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方便快捷，同时知识的传播也更加的广泛。学生可以从网络中获取大量的信

息资料和关于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知识信息，从而促进了自身知识素养和能力的提升。 

3. 互联网+背景下心理健康教育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几乎新一代的高校学生都在互联网普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在进入大学后，

对互联网使用的频率更是大幅度多增加，并习惯于通过网络进行学习和娱乐。网络具有信息量大、交流

互动性强等特点，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带来了更多的便捷并提高了效率。但网络给学生的冲击

也必须引起重视，互联网虚拟化、开放性、隐蔽性的环境使得学生产生了更加复杂的心理问题，例如沉

迷网络、网络孤独等，给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 

3.1. 机遇分析 

3.1.1. 弥补线下教学困境，增强学习可持续性 
在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突破了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方面，对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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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来说，教师讲解课程知识不需要局限于课堂之中，可以借助相应的开放网络平

台来开展教学工作，在互联网世界里，心理教育工作者能够以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向学生实时、高效

地传播心理健康知识，可以远距离地以咨询者的身份与来访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可以对拥有相同或类似

心理问题的同学作出集体解答(孟维杰，张晓书，2007)。这对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时效和成效有着重要的

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学生在线上学习中可以体现更强的自主性，积极学习各大高校

的心理知识，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直接利用互联网来收集自己所需信息。互联网的使用有助于丰富学生

的心理知识学习储备并拓宽学习渠道，有效的增强了学生学习的可持续性。从而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全

面覆盖和有效的延伸。 

3.1.2. 心理健康教育效率提高，提高交流的便利性 
在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中，主要是采用与学生一对一的交谈询问或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来了

解学生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问卷的发放可能无法覆盖全体学生，分析出来的内

容缺乏普遍性且时效性难以把控。另一方面，学生自身在填写问题时会存在自身的顾虑，不敢如实地对

教师进行回答或在问卷调查中填写自身所遇的问题，因此教师所了解的或所回收上来的问卷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难以得到保证。而网络的虚拟化、开放性和隐私化等特性，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虚拟交流的空间，

让学生可以不用担心暴露自身的身份信息而在网络上寻求更加广泛的心理问题帮助，学生在面对网络中

的虚拟环境时，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减轻心理负担，真实的倾述和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这样使得问

卷的真实性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同时教师可以对问卷的问答和提交时间进行时间限制，保证问卷的时效

性，从而对数据及时地进行分析，从而优化自己的工作方案，使得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 

3.2. 挑战分析 

3.2.1. 学生心理问题复杂化，心理健康教育难度增大 
在互联网时代，高校大学生失去了高中时代特定学习环境的束缚，刚步入了新的校园环境，很难实

现对自我角色进行快速的转换，而新奇的网络环境往往对学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其中，自律不足是比

较常见的问题，学生容易沉迷网络世界，忽略实际生活，甚至出现触碰社会底线的情况(王译萱，2021)。
此外，虚拟化的网络环境更加复杂，由于身份的隐蔽，往往会导致在网络中人们会随心所欲的表达自己

的看法，而学生群体由于本身的认知能力不足，很难分辨网络世界中事件的真假，因此当受到特定人群

偏激的言语刺激后，极易会产生网络暴力现象。虚拟化的网络世界也会使得学生沉溺于其中，在网络世

界中每个人都可以有个自己赋予的特定身份，不断的包装自己用这一身份进行社交活动，长期的接触网

络的虚拟环境会使得学生逃避现实的社交，出现现实交往障碍、网络依赖等心理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

现对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3.2.2. 学生自我调控能力弱，阻碍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当前高校学生大多处在互联网发展较为快速的这一时代，其所呈现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带有明显的时

代特色。高校学生在步入大学后接触并使用电子设备的机会增多，并习惯于利用网络进行学习，在互联

网时代，高校学生的交流方式也逐渐从现实转向了网络空间之中。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更新、发展，大学

生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网络上所呈现出的资料良莠不齐、真假性难辨，各种社会

娱乐、经济、政治等错误言论经过特定的包装和美化充斥在网络环境之中，包括近年来出现的历史虚无

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涌现，不断的解构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方方面面，试图通过意识形态侵入的方式解构人们的文化自信。而对于初入大学的大学生来说，本身

的生活阅历浅，很容易被错误的舆论导向误导，多元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给高校中的学生造成了不同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767


王诗琦 

 

 

DOI: 10.12677/ap.2023.1312767 6046 心理学进展 
 

程度的心理压力和困惑，从而自身价值理念会受到影响。 

4.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心理健康的创新方法 

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基于互联网环境的心理健康教育，即利用网络环境的开放性、

虚拟性、平等性和互动性，提出互联网作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定位、新工具和新方法，以改善和加

强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种全新模式(徐菁，李晓路，苏清元，张哲豪，2020)。在互联

网+时代背景下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充

分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从而更加高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4.1. 转变教育理念，互联网技术赋能心理健康教育 

在互联网+的教育模式下，教师首先要转变自身的教育理念，顺势时代的发展方向，利用新型技术为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助能。首先，教师需要保持自身较高的能动性，自觉主动的利用微信、QQ、微博

等平台和学生之间进行密切的沟通和交流，并学会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新媒体是非常典型的线上心理

健康教育工具，主要包括心理社区、电子邮箱、门户网站、博客、网络游戏、搜索引擎、手机短信、数

字电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信息文献资源库、网络资源、手机报、微信、贴吧、QQ 以及微电影等(姚
婧媛，2023)。 

高校学生集中使用微信、QQ、抖音、微博等社交软件，这些社交工作都是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重要工作和手段，有些学生在面对面交流时很难说出自己的心理问题和想法，有时在和教师之间的交流

和互动会直接隐藏自己真实的情感、情绪。而互联网这时可以为他们提供了自由交流的平台，大胆地表

达出自己的想法。同时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方式，通过校园网、心理健康教育平台等方

式收集学生的数据信息、检测学生的心理动态，从而形成科学的数据信息库来记录、跟踪学生的心理发

展状况，对不同的学生心理问题制定出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准确的把握学生的最新信息从而及时化解学

生的心理危机。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学生有隐私问题需要沟通，也可以进行线上交流，从而避免当面谈

话的尴尬和顾虑。为进一步拓展教育渠道，高校可以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借助互联网的便利性，及时掌

握学生心理状态变化，从而主动开展相应的辅导和干预工作(郑若冉，2019)。 

4.2. 线上线下结合，构建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学习平台 

线上线下结合式的教学是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教学方式，也是一种全新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为

了科学落实这一方法，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到线上和线下教学不同方式各自的优缺点。相较于网络心理健

康教育，传统课堂讲授式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模式在教育的连续性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发挥着主渠道、

主阵地的作用，特别是在授课的过程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学生的心理状况。但是，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

的授课方式往往容易受到时空的限制，因此需要借助互联网这一工具，实行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模式，根

据线上线下授课方式的不同特点来制定不同的授课内容和授课形式，从而构建符合多方面要求的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例如在线下授课前，可以通过构建线上的学习平台，让学生课前观看与线下课程相关的案

例或视屏，引起学生对这一话题的兴趣，线下再进行系统授课的形式，让学生明白相应案例或视频中需

要掌握的知识点、要点。在课程结束后，老师可以借助线上的平台以问卷调查匿名的形式发放给学生，

了解学生最为感兴趣的心理话题或是学生近来所遇到的心理困惑。在线上遴选了学生最为感兴趣的话题

后，将该话题融入进线下的教学中，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为确保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性，高校还要

设立相应的工作小组，专门负责网络心理健康工作，提供心理辅导服务，需注意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结

合线上和线下活动，尽可能保障学生心理健康(江建，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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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创新教学方式，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手段创新 

当前，互联网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新型媒介技术快速发展，

重构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基于此，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应把握技术革新的机遇，利用新技术赋能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传统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式大部分采用课堂传授的方式，用通识性的知识对学

生进行传授，由于教师需要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学校布置的教学内容，受到时间和课时等条件的限制，

难以兼顾学生个体的心理发展。因此在传统课堂中大部分时间由教师主导，不能充分考虑到以学生为中

心的授课方式，使得学生在课堂教学被动的接受知识，缺乏兴趣、缺乏主动思考的机会，从而使得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而互联网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弥补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形式单一的问题，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展开教学。高校教师应结合网络新媒体、自媒体的媒介优

势，整合网络教育资源，定期开展各类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譬如组织学生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历史、

开展有关心理健康的文化活动(王瑶，2023)。开展比如微电影放映、短视频引入等方式，提升学生对心理

健康知识的学习兴趣。同时应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结合分析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性

来选择合适的新媒体技术，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本位，通过运用例如参与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创设情

境式教学、任务式教学等不同的教学方式，用新媒体技术打造不同的教育新平台，多全面提升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让学生愿意主动的对知识进行太久，最终保障心理健康教育达到最佳的教育

水平和最佳的育人效果。 

4.4. 整合教育资源，发挥心理健康教育育人合力 

实现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需要多方联动，整合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对于高校而言，高校

要根据互联网特点，打造专业的师资队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心理学知识，也要能够灵活应用网络平台

的优势(张文强，2020)。例如，高校可以打造“心理健康素质提升虚拟现实信息化平台”、“学生心理自

助服务平台”，为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专用场地和设施保障。学生在这一平台上可以自主

参与心理健康教育全过程之中，当学生出现心理上的困惑时，可以在这一平台上进行心理测评，同时学

习相关的心理健康知识，学习如何调节自我情绪等方式方法，甚至可以通过平台中匿名寻求专业心理健

康师的帮助。这样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自主性的操作流程也会有效地调动

学生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性。其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需要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关注学生的 QQ、

微信、学校微博、超话等社交媒体动态，做好“气象站”式的学生心理动态排查；守牢意识形态主阵地，

强化学生思想意识；搭建“心灵树洞”、话题讨论、预约咨询等服务平台，倾听学生心声(杨玉莹，2023)。 
对于家庭而言，学生拥有健康的心理，家庭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家庭应该营造良好的氛围，

创造出和谐、美满的环境，同时，家长要主动关心孩子的心理状况，对孩子热情关爱，对孩子的期待和

理，当发现孩子存在心理问题时，及时通过启发、安慰等方式进行诊治。对于社会而言，高校整合社会

资源，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组织学生参与扶贫工作、公益助残、为养老院老人送

温暖等主题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让高校中的学生感受到弱势群体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品质，也让学生

感受到社会对自己的需要，帮助其养成乐于助人、乐观的心理品质。最终打破壁垒，加强各个环节之间

的联系与互动，打造“四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和相关部门协同联

合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合力。 

5. 结语 

在教育变革的新时代，“互联网+”的背景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带

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因此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高校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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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和重点，着眼于分析互联网技术给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所带来的机

遇与不足，并结合目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优势与不足，有效地利用互联网技术赋能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研究，推动高校学生获得身心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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