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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研究 
◆金  冰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杭州  310000）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是为社会进行高水平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当前社会领域对于专业技能人才的综合素质人才要求逐步提升，心理健

康水平也是衡量人才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准，为提升高职学生在社会岗位
中的适应力，同时也促进学生的职业与人生稳步发展，需要高职学校能

够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文章针对新媒体时代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

问题进行探讨，分析新媒体时代对高职学生造成的影响、新媒体时代背
景下针对高职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路径，旨在促进高等职业教

育领域心理健康教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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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已经成为当代的标志性名词，媒介的发展和变革不仅
给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带来变革，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的联结愈
加紧密，社会文化对于高职学校校园文化的影响也愈发严重，学
生在当前社会环境以及校园环境中，思维以及行为方式都会随之
产生演变。新媒体具有交互性、虚拟性等诸多应用特点，学生接
受新鲜事物较快，且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学生
将智能移动设备成为生活不必可少的工具，网络行为已经成为社
会生活行为的重要组成。在过于开放的社会环境及网络环境下，
高职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契合新时
代的发展特征，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成为高等职业教育
亟待研讨的课题。 

一、新媒体时代对高职学生造成的影响 
（一）新媒体发展对于高职学生认知品质造成的负面影响 
高等教育阶段，也是学生思维意识及行为意识发展的重要阶

段，周边生活学习环境、社会文化形态，对于学生的人生观念发
展将会产生直接影响。高职学生需要通过个体感知周边客观存在
的各种事物，其感知能力对于认知品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新媒
体时代为高职学生带来更为多样的媒体信息，学生在网络领域与
社会的联结更为紧密，而学生具有亲社会的行为发展趋势，在新
媒体能够为学生提供更为即时的社会信息的前提下，学生便会逐
步提升对于新媒体的应用和依赖程度，同时当前新媒体时代衍生
的快餐式浏览方式，也会引导学生逐渐形成肤浅性的学习习惯，
对学生的理性思维和辩证思维也会产生影响，这些问题都能够体
现出新媒体发展对于高职学生认知品质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新媒体对高职学生个性特征造成的影响 
当前高职阶段的学生多为“00 后”，特殊的社会发展时期及

家庭教育环境，使得学生都表现出较为强烈的个性化特征。而新
媒体时代的社交行为也多依赖于网络，学生的社交行为也会呈现
出愈加自我的特点，新媒体自身具备的交互性功能，使很多高职
学生将网络作为表现个性、宣泄情绪的途径。在现实生活中学生
的行为方式会考虑环境、场合、对象等因素，而网络化行为则弱
化了其他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干扰，很多学生在网络领域形成的意
识与行为方式也会对其社会行为方式产生直接影响，在网络空间
中的“个性”、“自我”，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缺乏社会道德意识，
这也是高职学校开展学生教育工作需要重视的问题。 

二、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针对高职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有
效路径 

（一）提升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认识 
传统教育领域认为学生只有在心理健康方面表现出病理性

变化时，才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这种心理健康教
育观念未免过于片面。当前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需要高职学校能
够提升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并不是只有学生出现心
理疾病才需要进行心理教育，而是需要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人才
培育工作的基本内容，及时针对高职学校学生的学习和成长特
征，设计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及活动，对学生进行常态化的心理健
康教育。由于高职学生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相比，其文化综合
素质相对较差，更需要高职学校能够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关注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发展情

况，从而选择和把控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以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
工作效能。 

（二）构建新媒体心理健康教育平台 
由于学生对于移动智能设备的应用程度较高，高职学校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需要迎合学生的行为特征，基于新媒体技术应用便
捷性的优势条件，建立心理健康教育的新媒体平台，转化心理健
康途径。学校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中为学生推送心理健康教育的文
章、定期开展有关心理健康问题的测试小程序、心理健康咨询等
服务，将心理健康教育转化为心理健康服务，通过学生的小程序
测试结果，进行科学的结果分析和评价，从而了解大多数学生的
心理健康状态，明确学生需要哪些方面的心理健康教育，并设计
相应的教育内容，以保证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 

（三）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变革 
高等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使得各学校对于高等教育的专业

化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针对心理健康教育而言，在传统教育理念
及体制中，部分学校会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教育、思政教育混
为一谈，心理健康教育职责也由辅导员负责。而高等职业教育的
发展和变革，需要教师能够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化，将心理
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德育教育剥离开来，构建专业的心理健康
教育师资队伍，从而针对高职学生的成长特征开展专业的心理健
康教育。 

（四）重视对学生进行网络行为引导 
由于开放的网络空间和应用环境，学生的网络行为具有极强

的自主性，参差不齐的网络信息内容，很容易对学生的身心健康
成长产生影响。从网络监管的角度而言，高职学校自身具有一定
的行为局限，而学校及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必要的网络行为引
导，应用心理健康教育手段，提升学生对于网络信息的辨析能力，
让学生能够自觉杜绝网络空间中的不良信息，正确合理使用各种
新媒体应用，将新媒体作为个人生活的便捷工具，而不是将新媒
体变成个人生活的主导。 

新媒体时代高职学校针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面临更为
严峻的挑战，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可以通过提升对于心理健
康教育的重要性认识、构建新媒体心理健康教育平台、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的变革、重视对学生进行网络行为引导等途径，提升心
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促进高职学校人才培育目标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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