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72020 年第 3 卷第 9 期 高等教育前沿

管理与育人

浅谈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安全教育
曹兰娟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安全教育是做好高校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是维护学校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促进大学生的健康

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高校大学生思想较为单纯、缺乏社会经验、

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较弱，对社会各类杂乱信息缺乏辨

识能力，易受到不法分子或不良因素的影响或侵害。随着互

联网及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大学生日常的信息来源更加多元

化，微信、QQ、微博、视频和各类网络直播等带来的信息潜

移默化的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价值观。高校安全教育

也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对安全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加以创新，

探索如何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做好大学生安全素养和应急能

力的培养工作。

关键词：互联网；新媒体；大学生；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是做好校园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维护学

校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促进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影

响。高校大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的高峰时期，个性张扬有主见，

但思想较为单纯、缺乏社会经验、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较

弱，对社会各类杂乱信息缺乏辨识能力，易受到不法分子或不

良因素的影响或侵害。随着互联网及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大学

生日常的信息来源更加多元化，微信、QQ、微博、视频和各

类网络直播等带来的信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生活

和价值观。高校安全教育也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对安全教育的

方法和手段加以创新，探索如何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做好大学

生安全素养和应急能力的培养工作。

近几年，国内高校安全事故频发，大学生被骗案件也呈

高发趋势，主要原因与师生员工缺乏安全意识、整体安全素

质不高，校园安全教育缺乏实效有关。虽然在日常的安全教

育已覆盖各类安全知识内容，但实际效果甚微，真正提高大

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各类应急避险自救能力的安全教育工作势

在必行。

一、网络环境下的大学生安全问题

在多媒体时代下，人们使用着多元化电子产品的同时，个

人信息也随之“半透明”的公布在网络上。比如现在产生的网

络游戏、网络购物、电商直播等软件都是需要在注册后才能使

用，这样间接导致在使用过程中不自觉的泄露了个人隐私信息，

被网上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造成一定的财产、人身等伤害，

如被盗取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造成资金损失，泄露身份

信息成为诈骗案受害者等。

根据数据调查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网民规模已达到

9.40 亿人。其中，网民年龄平均在 20-39 岁，学生占多数，

占比是 23.7%，数据证明“个人信息泄露”和“网络诈骗”

风险在大学生中比较常见。虽然网络及新媒体的发展给大

学生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但也带来了安全隐患，如校园贷、

网络贷等让一些自控能力、防范意识较差的同学迷失了自

我。

另外，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随意性，部分大学生由于好奇、

盲目跟风而发布或转发一些违背主流价值观或虚假的负面消

息，严重危害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和高校的和谐稳定。

近年来，很多不法分子在高校附近利用微信、陌陌等

即时通讯软件“添加附近的人”功能，添加高校大学生为

好友，先通过日常联系与在校学生建立亲密关系，等他们

消除顾虑然后进一步实施诈骗或侵害。一旦成功，就在网

络中销声匿迹，很难被追查。个别学生因安全意识淡薄、

爱慕虚荣等因素影响，对于此类案件缺乏警惕性，给犯罪

分子可乘之机。

二、大学生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安全教育不到位

近几年，校园安全事件频发，多数高校安全管理部门都已

将校园安全管理工作列为日常性工作来开展，但对师生安全教

育工作往往缺乏重视。部分高校通过出台各种规章制度约束师

生行为或在发生安全事故后开展短期隐患整治等方式来遏制校

园安全事故的发生。

短期来看，这种通过约束师生的行为来预防安全问题的发

生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长远看，由于这种方式具有强制性

和短期性，不能被师生真正从内心层面接受和认同，所以校园

安全隐患一直存在。部分高校甚至只是为了应对上级工作检查，

仅将安全教育工作落在纸面上，而没有实际成效，结果是各单

位忙于应付撰写各类报告、填写表格，而学生也因为自身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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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习安全知识的积极性，在学分设置的压力下，被迫学习，

结果学习流于形式，各类安全事故屡禁不止。

（二）安全教育缺乏系统性

目前，多数高校未开设专门的安全教育课程，大学生不

能系统完整地学习安全知识理论和实践操作技能。某调查结

果显示：学生所接受的安全教育内容中，有 77％的内容是通

过学生自己从报刊、电视、网络等自学获得，虽然学习的目

的很好，但是掌握知识和提高技能的实际效果却难以保证。

一些高校仅在上级部门布置安全教育任务时或发生校园安全

事故后才开展安全教育工作，这种非系统性的“临时抱佛脚”

工作难以有效得实现所设想的安全教育目标。其次，当前许

多高校没有安全教育的专任教师，而是由辅导员、学校保卫

部门工作人员、班干部等讲解或组织学生学习，安全教育无

法深入。

（三）安全教育缺乏实效性

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教师应该结合新时代的特性改变一成

不变过于简单化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从新颖的教学模式中

使大学生更好的掌握安全教育这门课的内容。目前多数高校的

安全教育仍以辅导员讲解、校园宣传栏、班会或邀请相关专家

讲座等方式进行学生安全教育，内容单调缺乏吸引力。虽然当

前多数高校已将安全教育与学校融媒体平台结合起来，但安全

教育相关的宣传内容往往是校园安全提示、安全知识、新闻动

态等，而且这些新媒体的关注度和文章的阅读量并不高，导致

安全教育宣传效果不佳，未起到预定的教育效果。

三、建议措施

大学生安全教育是大学生安全意识的养成，是贯穿大学

生一生的自我保护的基本技能。高校应该从大一新生入学起

就应该把安全教育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常抓不懈，普及安全

知识，教授各类防范技巧，增强大学生安全意识，锻炼大学

生安全技能。

（一）丰富安全教育形式

在大一新生步入校园之时，就开始利用班级群、微信公众

号、官方微博和慕课等渠道和平台推送安全教育内容及校园安

全事件，制作安全教育微视频、微动漫等，让学生全面了解校

园安全信息，进而提高安全意识。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各类专题

讲座、论坛、研讨会和各类学生社团活动等进行交流学习；借

助校园校报、广播、标语以及电子显示屏等媒介全覆盖宣传防

骗等技巧；组织师生参加各类演练活动；对家长开展类似的宣

讲，让家长对学生有督促。 

（二）打造安全教育信息共享平台

高校应提升校园信息化水平，打造校园安全教育信息共享

平台，以服务学生为出发点，整合校园大学生安全教育资源，

吸引学生主动关注。针对大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及时实现安全

教育信息的精准推送。优化安全教育内容，培养意见领袖队伍，

运用大学生的新语言、新思维开展安全教育工作。

（三）打造校园文化，开展各类活动

通过校园文化传播，将安全教育融入学生日常生活、社交

和学习中。通过开展安全教育主题的社团活动，引导学生关注

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消防安全等各类安全知识，为学生提供

应对各种应急事件的应对措施和指导意见，比如，在遭遇火灾、

抢劫、人身伤害、休克等意外事件时，应该采取什么逃生或救

援方法。实际并详细的指导才能真正满足大学生对安全应急知

识的需求。

四、结语

保证大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我们高校教师应当时刻

注意的问题，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大学生的价值观也

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我们不仅要从根本上重视大学生安全教育

问题，各大高校更要结合时代变化更新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和

方向，利用新媒体整合校内校外安全教育资源，提升安全教育

实效，最终实现提升大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增强大学生各类应

急避险自救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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