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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心理健康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学习而言都至关重要，

高校必须肩负起责任，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及时

发现学生潜在的和已暴露的心理问题，对其进行心理疏

导，以维护其心理健康。同时，高校也要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提升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水平，增强

其对信息的甄别能力和个人意志。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

更是要结合该形势来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的改革，以提升心

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确保学生的心理处于健康状态。

1　必要性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多种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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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已越来越成熟，遍布于社会生活的许多角落，高校

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充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网络信息。

对于高校学生而言，智能手机和交互式网络电视等是其

接触最为广泛的新媒体，而手机上的各类具备媒体功能

的主流软件，如微博、抖音、今日头条和微信公众号等

也每日都在传播大量的、混杂的信息，并对学生造成密

切的影响。学生在使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过程中，所

接触到的网络信息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对其思想、性格和

价值观形成或缓和或剧烈的冲击，并推动其在这些方面

发生变化，进而有可能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危害。由

于网络信息鱼龙混杂，其中不乏传播负能量、负面思想

和消极情绪的信息，学生在阅览这些信息的过程中，以

及在网络舆论的影响下，就会不自觉地被同化，心绪和

思想就容易跟着变得消极，进而就会影响到自身的心理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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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丰富的信息，充实自我的精神世界，同时也能得益于新媒体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而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及时获

得所需的信息资料，但是，不良媒体信息和网络舆论环境也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损害，这也是需要被重视的问题。

本文将就此探讨高校在新媒体视角下应如何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的改革工作，并简述开展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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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影响

下，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影

响。首先，就业问题。在微博、知乎和微信公众号等社

交媒体平台上，经常会有关于高校学生就业的信息，比

如机械专业将来是否好找工作，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是否

需要读研等等，并会引来网友的评论。在此类话题下，

经常会含有一些负面言论，贩卖焦虑，搬弄是非，严重

影响学生的心情，使学生产生迷茫、烦躁和焦虑的情绪。

其次，社会问题。在新闻媒体类平台上，社会新闻事件

往往会伴随网民的热烈讨论，对于一些具有恶劣影响的

社会新闻事件，总是会有个别网民颠倒黑白，混淆逻辑

关系，站在“恶”的一方。这一方面会引起学生的愤怒，

另一方面也可能挑动起人性中的恶，继而损害到学生的

心理健康。最后，在新媒体平台上所开设的热门话题也

经常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比如身材焦虑、容

貌焦虑、拜金主义以及性别对立等等，这些都对学生的

思想和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恶化了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基于此，高校必须结合新媒体视角去推进心理健

康教育的改革工作，以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

2　教学改革路径

2.1 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活化

在新媒体视角下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改革工作，高校

就必须要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活化，将心理健康教育

融入学生的生活之中，从而对学生的思想、精神和心理

起到引导作用，有效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反之，如果

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的生活之间存在较大的缝隙，即心

理健康教育更多是以理论课程和师生对话的面目出现，

那么新媒体平台上不良网络信息对学生的密切影响就会

持续下去，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很难得到发挥，学生的

心理健康也就难以得到保障。为此，高校必须要将心理

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首先，高校需要

对此提起重视，要能深刻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生活化的

重要性。对此，高校必须要认识到新媒体之于学生的影

响是生活化的，新媒体所携带的信息是遍布在学生的日

常生活之中，继而对其思想和心理形成持续化的长期影

响的，然后从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

度出发，认识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起积极作用的矛盾的

另一面，即心理健康教育，也需要融入在学生的生活之

中才能够起到对抗作用。其次，在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时，教师就需要从生活的角度出发，不要空谈理论，

要结合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来具体地为学生答疑解惑，以

期使学生的心理问题能够被正确引导，帮助学生穿过层

云叠嶂，使其能够“云开雾散见光明”。比方说，在给学

生讲述关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

时，教师应当从日常生活中选取教学素材，例如在面临

就业问题时，不要过多地关注别人怎么说、怎么看，要

权衡好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既不要受理性的支配，

认为将来必须要从事一个薪资高、待遇好的职位才能够

过得幸福，才能达成人生不目标，也不要过于非理性，

搬弄出莱布尼茨的过度乐观主义来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

这样才能在保证自己就业能力的同时不受新媒体舆论环

境的干扰而产生焦虑等负面情绪，影响到自己的心理健

康。最后，教师要走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关注学生的情

绪、行为和言论，分析其心理状态，一经知觉到学生有

心理健康问题就要及时对其展开疏导工作，从而使心理

健康教育能够贯彻在学生的生活当中，不拘泥于课堂，

进而发挥出理想的教育功效，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2.2 创建线上心理健康教育平台

在网络新媒体浪潮下，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容易受

不良媒体信息和网络舆论环境的影响而遭到损害，这对

学生的思想建设、文化学习和个人生活都极为不利。为

了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高校有必要创建线上心理健康

教育平台，从多个角度出发去优化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效率。首先，在创建线上心理健康

教育平台的时候，高校要上传足够完备的学习资料，供

学生学习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学生在相应方面的

理论水平，以指导学生的思想。理性思维往往能促进学

生的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变，其在面对部分负面网络信息

时的意志就能坚定而清晰，不会受其干扰。所以，高校

有必要在平台上准备有关心理健康的理论学习资料。比

方说，高校可以在平台上为学生提供有关积极心理学的

学习资料，让学生在乐观主义的影响下卸下过重的心理

防备，化解不必要的焦虑情绪，以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其次，高校要利用新媒体平台来对那些负面网络信息实

行反制。在主流的新媒体平台上，比如抖音、微博、今

日头条和微信公众号上，高校要创建官方账号，一方面，

每日发布一些有关心理健康的理论小知识，或者有助于

促进心理健康的积极信息，比如治愈人心的萌宠视频、

纯真烂漫的孩童亲近自然的视频等等，以此来消解学生

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客观看待公共社会

事件和热门话题。比方说，有新媒体账号发起了一个话

题，讨论容貌问题，其认为容貌对于一个人至关重要，

乃至会影响一个人在职场上的发展及其在恋爱关系中的

地位等。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这样都会贩卖容貌焦虑，

而官方账号则要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转发其原文并进

行评论，客观地指出容貌的次要地位，呼吁学生不要过



102

教育发展研究 4卷7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多关注外表，要重视心灵，提高实质性的个人能力，以

帮助学生对抗这种有损心理健康的网络言论。最后，高

校可以在线上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开设一个“树洞”功能，

让学生在里面能以匿名的身份尽情吐露心声、诉说烦恼，

帮助学生发泄心中的消极情绪，同时显露出学生的心理

问题，然后由教师在其上同样以匿名的方式开导学生，

继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2.3 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联动性

在新媒体视角下推动心理健康教育改革的过程中，

高校有必要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联动性，也就是要将心

理健康教育与其他教学活动结合在一起。首先，在新媒

体环境下，学生普遍缺乏锻炼，总是沉浸在网络世界中，

这对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极为不利。对此，一方面，

体育课程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在

锻炼学生身体、强健学生体魄的同时疏导学生的心理，

引导学生通过运动发泄出负面情绪，并巩固学生的运动

意识，培养学生日常运动的习惯，使学生每日沉浸在新

媒体中的时间能有所减少，转而去做运动，继而促进学

生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高校可以举办“阳光长跑”、

“年级篮球大赛”等体育活动，然后在活动间隙请专业

人士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并结合体育活动的内容，以确

保二者间的连贯性，强化教育效果。其次，在新媒体环

境下，学生经常沉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逐渐疏远了

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社交恐惧症已成为高校学生群

体中的一个热词。一方面，这带有一些调侃和娱乐的性

质，但另一方面，也切实反映出了高校学生当下的普遍

心理问题，即不愿与人交流，想逃避社会、躲进网络社

交媒体的“安乐窝”，在网上侃侃而谈在现实中却不言不

语，并逐渐对现实中的人产生敌意和畏惧心理，人与人

之间的戾气变重。对此，高校要经常组织线下活动，并

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其中。比方说，可以在图书馆组织

线下读书交流会，促进学生之间在现实中的交流，同时

由主讲人在交流会中穿插心理健康教育。最后，在各个

专业课程的教学中，教师都要贯彻心理健康教育。比方

说，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师在给学生讲小说的虚构性与真

实性时，可以从柏拉图的洞喻引申至存在主义哲学，引

导学生要感受自我的存在，承认人类整体和个体的有限

性，从而使学生在遭遇失败时不过分自责，而是豁达地

接纳痛苦的存在，然后才能进行有效的反抗。在心理健

康教育与各类教学活动的联动作用下，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态将持续向好。

2.4 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建设工作

在新媒体环境下，为了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推进

心理健康教育改革，高校还需要加强建设师资队伍。一

方面，要引进负责疏导学生心理的专业教师，由其来开

导学生的思想，纾解学生的负面情绪，帮助学生重获健

康的心理状态，同时还可以由其来负责心理健康课程的

教学工作，提升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的理论认知水平。

另一方面，高校要培养全体教师在心理健康教育上能力，

既要让教师在思想上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又要充实教师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技能和理论储备，从而保障心理健

康教育的质量。为此，高校除了组织培训，还可以建立

激励制度和考核机制，对教师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表

现进行考察，以提高教师参与心理健康教学改革的积极

性，快速提升其心理健康教育水平。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技术水平的飞速提升推动了新媒

体行业的蓬勃发展，并对学生的思想、精神和心理产生

了密切影响。在不良媒体信息和网络舆论环境的引导下，

不少学生都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高校应对此予以高度

重视。高校应当结合新媒体视角，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

生活化，创建线上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提升心理健康教

育的联动性，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建设工作，推动心理健

康教育的改革工作，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保护

学生的心理健康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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