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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传统媒体时代点对面的传播相比，新媒体时代的点对点信息传播特点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

新的挑战。新媒体传播具有受众广、内容杂、速度快的特征，当前大学生心理障碍具体体现在情绪异常、

人际失衡、认同缺乏、就业压力四个方面。而心理疏导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和方法存在着

内在的关联性，两者互通有无，相互借鉴。可以从突出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创新心理疏导方式、加强心

理疏导工作队伍建设、建设校园文化形成教育合力等方面构建新媒体时代的高校心理疏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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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communic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media er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in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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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pose new challenge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wide audience, miscellaneous content and fast speed. The current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of col-
lege students are embodied in four aspects: emotional abnormality, interpersonal imbalance, lack 
of identification and employment pressure. There is an internal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
cal counseling and the goals and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y exchang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We can construct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path 
in the new media era from the aspects of highlighting the main pos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
vat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method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cal coun-
seling work team, and building campus culture to form educational joint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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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重塑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思维和教学模式，也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

了全新的挑战。高校作为文化传承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战场，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受到各界

的重视。大学生有广泛的学习兴趣、充足的课余时间，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为大学生开阔了视野、

提升了认知、丰富了生活，但在另一方面给大学生带来的心理压力和负面影响也在不断增大。在当前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理疏导是缓解大学生心理压力的重要方式，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融合

和互补，使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1]。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要不断与时俱进，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用正确的方式引导学生去处理生活和学习中的人

际关系，对思想政治教育做到立德树人，具有迫切的实践需要性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特征与具体体现 

在传统媒体发展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依托传统媒体，往往是单向度的，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受教育者之间更容易存在不可逾越的心理沟壑，受限于时效性，较难做到及时、全面、细致的

心灵沟通。在新媒体环境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交流更加快捷方便，也弥合了两者之间的心里间

隙，学生的心理表现也呈现出区别于以往传统媒体发展时代不同特征。 

2.1. 新媒体时代的基本特征 

新媒体的概念自从产生之时就引起研究者和使用者的不同定义和解读，传统媒体主要包括报纸、广

播、电视等这一类点对面传播特点的媒体，而新媒体是以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等新型技术为平台，以

电视、电脑、移动设备为终端的媒体形态[2]。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具有以下特征： 

2.1.1. 传播受众广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2020 年 9 月发布的《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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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8.88 亿，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3.81 亿，其中 20~29
岁的网民占 19.9%，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为 18.8% [3]。大学生群体是伴随着网络成

长起来的新一代，每个学生不可避免都会受到新媒体传播的影响，新媒体传播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几乎

每一名大学生，其传播范围日趋广泛。 

2.1.2. 传播内容杂 
在传统媒体传播时代，学生们接受信息内容的来源主要是报刊、书籍、电视等媒体，传播渠道比较

单一且内容同质化严重。新媒体借助线上多平台、多渠道进行内容传播，其传播范围呈现指数级倍增。

同时，新媒体也以其信息量之大、类型之多，已远远超出传统媒体的传播内容，这其中充斥的各种信息

良莠不齐，虽然有积极向上能够正确引导大学生行为的部分，但也存在一些消极负面的信息，青年大学

生正处在思想价值观养成的重要时期，对新媒体平台庞杂的传播内容缺乏准确的判断力，容易陷入算法

设计的“信息茧房”之中迷失自我。 

2.1.3. 传播速度快 
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书籍、广播、电视等传播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其内容形式往往也不

能及时更新，不仅限制了信息的传播范围，也缺乏趣味性，难以吸引大学生群体的密切关注。而新媒体

则具有即时性的特征，不断缩小信息从发出到接到反馈的时间周期，大学生们通过网络平台能够接触到

感兴趣的热点新闻，依托新媒体快速跟帖、转载、回复等特征，更容易及时追踪媒体舆论的动态，这在

无形之中也提升了大学生对媒体信息的关注度。 

2.2. 心理障碍的具体体现 

大学是青年从稚嫩走向成熟过渡的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稳定，容易受到外界

环境的干扰和影响，当面临的学习和生活压力超过自身承受能力时，容易演变成为制约学生身心发展的

心理障碍。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大学生的心理障碍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通过简单梳理和总结，可

以将其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2.2.1. 情绪异常 
高校大学生面临着学习、生活和就业等多重挑战，尤其是面对新媒体时代日新月异的社会关系，当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时，由于心智尚未成熟，部分大学生不能坦然承受，会产生一系列异常的心

理情绪。常见的情绪异常类型有：焦虑、恐惧、抑郁、暴躁、强迫、自闭等，不同的具体情况境遇、不

同的心理承受能力，会导致学生的心理异常情绪的轻重程度也会不同。轻度的情绪异常例如焦虑、恐惧、

暴躁，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学习，而重度的情绪异常会导致严重的心理疾病甚至自杀倾向，这些异常的心

理情绪一旦产生，会严重制约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2.2.2. 人际失衡 
人际关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学习和心理健康，良好的人际关系会

鼓舞学生积极融入集体，群体的集合也能带动学生积极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新媒体将不同地域、

不同性格的大学生群体聚合在媒体平台上，而大学生处于青春期向成熟期过度的阶段，普遍有着强烈的

人际交往动机，这既是现实中个人学习和生活的需要，也是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一种途径。但是部分大

学生由于个人性格、交往能力和自我认知方面的因素而使人际关系处于失衡状态，不能在新媒体的环境

下，与同龄人相处融洽，可能也会导致学生产生自闭的心理情绪，而由此导致的认知障碍和情感障碍往

往导致他们处于交往中的被动障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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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认同缺乏 
高校是培养能与社会接轨的合格学生，学生在这个阶段能够得到身份上的认同，有助于学生培养信

心，鼓舞斗志，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创设合适的平台和机会，让大学生有足够的展示空间去

获得身份认同。新媒体环境中，每个大学生个体都可以是意见领袖和舆论焦点，而心理障碍的学生大部

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卑倾向，自我效能感低导致学生不敢于尝试，认为自己即使再努力也不能达到令

人满意认可的程度。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他们形成闭锁心理，更加难以适应新媒体环境下其他同辈群体

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全面发展。 

2.2.4. 就业压力 
大学阶段学生的学习压力并未减轻，学业任务加重、课程难度提升，且学习成绩在一定程度上直接

与就业和升学挂钩，更容易导致大学生产生心理上的压力。就业是贯穿于大学生整个学习阶段的一条主

线，如果不能做出合理的职业规划，学生会较长时间内陷入就业压力的漩涡难以走出。整体来看，大学

生就业心理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过高或过低的对自身情况进行评估、盲目从众跟风、心理承受能

力较弱，不能接受求职失败的打击，一旦失败就变得萎靡不振、意志消沉、丧失斗志。 

3. 心理疏导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在联系 

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既可以通过心理疏导进行缓解，也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引导，

两种方式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新媒体时代下，更应该厘清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联，为促

进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建设工作指明方向。 

3.1. 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相契合 

心理疏导是在西方提出的心理辅导和心理疏导疗法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是对西方国家提出的心理

辅导和心理疏导疗法的借鉴与发展，是对我国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突破和创新。心理疏导是要达到

增强教育对象的社会适应性、消除不良心态、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

的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

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激励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心理疏导

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都包含着提高教育对象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为社会所接纳的合格接班人等方面

的要求，两者在教育目标的方向相契合奠定了心理疏导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实基础。 

3.2. 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融合互补 

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有各自不同的方式方法，大学生心理疏导方法在实

施的过程中有渗透疏导法、激励疏导法、宣泄疏导法和体验疏导法等具体的操作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

具体方法多种多样，例如理论教育法、实践锻炼法、榜样示范法、自我教育法、比较鉴别法、咨询辅导

法等。通过对比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可以看出两者共同的方向指向对人文的关怀，

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教育两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方法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可以对两种教育方式进行

整合，以提高教育效果的实效性。 

4. 新媒体时代下高校心理疏导机制建立路径 

面对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特点和新矛盾，高校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应注重人

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也是促进高校和谐稳定、提升学生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的重要方式。为此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完善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理疏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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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突出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以人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4]，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受众广、速度快、内容杂，

学生密切参与信息产生、传播、共享的各个环节，学生是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接受者，高校进行心理疏

导工作，就是要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尊重关心爱护学生，尝试走进学生的内心，促进学生的全面健

康发展。面对媒体平台各种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当陷入情感困境之际，有部分学生难以接受和适应心

理疏导的方式，对心理疏导的认识存在偏见，认为心理疏导是治病，究其原因是对教育方式缺乏全面客

观的理性认识，为此，高校也应该利用好各种新媒体平台，做好心理疏导工作的宣传和介绍，让学生从

心理层面接纳心理疏导工作。 

4.2. 创新心理疏导方式 

首先，高校应利用好新载体，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疏导。线上疏导具有保护受访者隐私、不受空

间限制的优势，高校应构建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网络交流平台，通过新媒体、互联网占据思想政治教育

阵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其次，要做到团体辅导和个体辅导相结合，提高心理疏

导的实效性。个体辅导针对性强，更能做到稳定深入的疏导，团体辅导受众广，能够将有同类型心理问

题的学生一起及时地进行疏导。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拉近了不同大学生群体之间的距离，学生常见的心理

问题比较类似和接近，但是心理疏导的方式应该做到因材施教、因人施策，团体和个体辅导两种方式各

有其优势和不足，在实践中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在确保实效性的前提下，灵活运用两者方式。最后，

心理疏导的内容也应该与时俱进，灵活变通。大学生适应了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内容和语言风格，学生更

愿意接受鲜活的现实案例和朴实的语言风格，要及时更新热点内容，紧跟大学生的心理接受规律和思维

逻辑，积极探索新时代高校心理疏导的新思路。 

4.3. 加强心理疏导工作队伍建设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内容更加复杂，这对心理疏导的工作队伍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行心理疏导需要教育者精通思想政治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

对心理疏导者要求较高。一方面，当前部分高校的专业心理疏导教师人员数量不足，难以覆盖全体学生

的心理咨询需求。另一方面，部分高校心理疏导者是由思政课教师或者辅导员担任，虽然他们对学生的

心理状态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媒体平台的各种舆论思潮层出不穷，这些非专业科班出身的教师对心理疏

导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相对匮乏，难以完全处理有关学生的心理问题。高校应定期对教师进行专业培

训和实践技能的锻炼，向教师普及更多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交流的新特点、新方式，也要开展心理疏导

基础知识、创新方法、工作模式等交流培训，充分发挥心理疏导的作用。 

4.4. 建设校园文化形成教育合力 

校园氛围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育价值，是一种潜在的教育资源。营造校园文化氛围，优化

育人环境，高校应该因地制宜，深入挖掘具有校园文化特色的资源，借助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各种载

体和方式，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主题，奏响主旋律，营造健康、积极的育人环境。此外，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不是一个部门或者一类老师的责任，要增强心理疏导的效果，不仅要靠专业的心理疏导教师来辅

导，更要有全体教师的人文关怀，共同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将积极乐观、良善友爱的观念传递给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5]。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将心理疏导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高校应将心理疏导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积极探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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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育人新途径，以顺应时代发展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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