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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互动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的探索
吕美敬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主要问题，现实生活中社交活动的减少，让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面临更加

复杂的情况。本文从社会网络互动角度研究在校和不在校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辅导员之间、学生与任课教师之间的互动情况，发掘

班级群体中的核心成员和边缘人，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将结果反馈给辅导员和相关任课老师，探索新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模式，使教育工作管理者更好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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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中提道：“健康不仅

是没有病和不虚弱，而且是身体、心理、社会功能三方面的完满

状态。” 原生家庭、社会、高校是大学生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主

要教育主体，只有这三方形成教育合力，才能真正为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保驾护航。2017 年我国颁布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对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提出清晰

和严格的要求，并将“心理教育”纳入思政教育系统中，心理健

康教育作为思政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性愈加突出。受

各种传染性病毒的影响，大学生的校园生活部分是依靠网络完成，

现实社交活动大幅减少，学生对现实生活的掌握感变弱，网络多

元价值观的冲击使大学生群体不同程度的表现出了迷惘、困惑、

失衡等心理问题，“社牛”“社恐”等问题也在大学生群体中频

频出现。这使得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

和不确定，随着线上教学模式的普及，线上课程教学资源得到了

爆发式增长，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接纳程度有限，进而产生学习能

力不足、成绩下滑带来的一系列在心理层面和行为认知层面的情

绪和精神疾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用党的

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本文从社会网络互动

角度研究在校和不在校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辅导员之间、学

生与任课教师之间的互动情况，发掘班级群体中的核心成员和边

缘人，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将结果反馈给辅导员和

相关任课老师，使教育工作管理者更好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问题

（一）特殊时期，心理应激水平普遍较高，大学生身心发育

尚未成熟，面对危机，个体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身体

反应，惶恐不安、焦虑担心等消极情绪，轻信谣言、糟糕至极等

负性认知，社交退缩、食欲减退等回避行为的典型危机反应，若

未及时发现，将会产生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长时间的线上学习，

大部分学生更加依赖网络社交，自制能力差的同学在网络上沉溺

时间过长，大部分时间用于网络游戏、短视频娱乐和网络购物，

浪费时间、自律性变差，学习的获得感降低，成绩下滑，会对生

活和学习产生迷茫。

（二）目前高校学生管控严格，进出入学校没那么自由，

在某种程度上对大学生身心健康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随之产生

的无助、恐慌、焦躁，甚至易怒等不良情绪，直接或者间接的

影响着他们的学业和就业。在校期间的严格管理使得很多大学

生对于生病就医、外卖快递、物资保障、实习实践等问题都有

不同程度的担忧，这对他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从而引发了

恐慌、害怕、焦虑等问题。线上与线下教育并行的教学方式，

对大学生的适应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学生出现了适应

性差、学习主动性低、学习效果差的现象，毕业班的学生面临

毕业论文、就业、考研压力增大，过度的关注负面信息，表现

为抑郁、学习效果差、对未来产生抵抗、人际交往退缩等一系

列问题。

（三）在信息传播飞速的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便捷快速的

散布在各种网络平台，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广泛，每个个体

对于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也有差异，对事件的处理能力不同，

一些网络负面信息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网络的一

些负面信息极易侵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精神领域，容易引发一

些列的心理健康问题，形成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网

络交流的隐蔽性和神秘性，使得学生交往的可视性和亲和性降低，

情感的梳理和距离的产生，容易造成班级同学关系的疏离，产生

边缘化的个体，导致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下降，进而容易产生紧张、

孤僻、冷漠和自私自利的心理。

（四）高校辅导员的本职工作是学生日常管理、思想政治教

育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各种信息上报和工作考核使得导致辅导

员工作更加繁忙，加上大部分高校辅导员人手不足，又有对口校

团委、学生处及其他业务部门的相关工作，未能及时精准的开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导致了人际交往被

动或主动减少，社会支持下降，出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管理的漏洞。

教师不知道对谁开展，如何开展，学生不知道找谁求助，求助谁，

校内校外的学生管理工作也加大了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学生的

心理健康问题往往被忽视。

三、加强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义

学生在线学习期间情绪不稳定、自我调节能力减弱、容易受

外界各种信息影响、焦虑感和孤独感等不良情绪增加，心理状态

不稳定，通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让学生保持健康向上的心理

状态，更好地度过大学生活。

（一）利于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

心理健康是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健康愉悦的心情

才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开展特殊时期线上学习期间的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更有利于发现在线学习期间产生的各种原因的心理问

题，收集心理健康相关问题，采用基于突发事件模式的“线上 +

线下”的心理健康教育辅导方案，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落实到实处，

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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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大学生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突发事

件期间，自我调节能力、心理承受能力、面对负面信息和困难的

处理能力还都比较弱，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有效的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有利于帮助学生做好自我调整，保持乐观心态，增强大学生

的担当和责任感，中国的抗疫行动和分析数据，可以增强他们对

祖国的热爱并充分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

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三）有助于学生管理工作的正常展开

突发事件造成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由初期的紧张、恐慌、

焦虑等情绪逐步转变成学业和就业压力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增

大了心理教育工作者的工作难度，及时结合突发事件特点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准确把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新特点，及时调

整和优化工作思路，确保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顺利展开。

（四）有利于营造积极的教育教学环境

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有利于引导学生积极适应网络教学和封

闭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完善课程建设方案，与专业课

教师合力，创新教学方法，让学生养成自我学习、随时学习的良

好的学习环境。

四、社会网络互动视角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探索

（一）发掘班级骨干，培育心理委员队伍

班级心理委员是班级干部的重要成员，是辅导员进行班级同

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桥梁，在班级中承担班级同学心理健康教

育的基础性工作，是高校不可或缺的心理健康教育的骨干力量。

高校应本着公平、自愿、感兴趣的原则建立严格的心理委员选拔

制度，将心理委员在班级中发挥的作用落实到现实的学习工作中，

定期跟进心理委员工作成效。学校要重视心理委员队伍的建设培

育工作，定期对心理委员进行培训，宣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建

立一定的奖惩制度，增强心理委员在班级的存在感。

（二）从社会网络互动的视角研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社

会网络互动既包括在线个体和在线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换，也包括

在线互动对离线沟通的影响。社会互动从微观的角度来观察社会，

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含义丰富、理论内容完善，为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观点。约翰·J·麦休尼斯认为“社

会互动指的是人们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如何采取行动并做出反应的

过程。”简单来说，社会互动就是指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群体

与群体在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实现信息的传播，进而在心理及

行为上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1. 增加互动，便于管理

居家或在线的学习生活方式使同学之间和老师与同学之间的

互动减少，人际关系淡化，同学之间增进友谊和情感的互动减少，

通过社会网络互动的研究，发掘班级的核心成员和边缘同学，有

助于加强班级同学互动，增进友谊，社会网络互动关系也有助于

辅导员在学生在校期间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的顺利展开。

2. 精准定位，及时干预

高校常规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往往针对重点人群，即学生已

经有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才被关注到，针对日常的学生管理工作

发现，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往往前期会有一些特征，比如独来独往、

不喜欢参与集体活动，这种情况一般室友或者身边的同学会发现

但辅导员或者任课教师比较容易忽略。通过社会网络互动的方法

可以有效定位可能有问题的学生，可以提前关注，实施精准干预

和教育，防止问题恶化。

3. 深入了解，弥补不足

将社会网络互动引入班级集体内，有助于深入了解班级成员

互动的情感要素和价值需要，弥补社会网络分析对行动者动机的

忽视。

（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建设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单单是辅导员的工作，需要一个素

质过硬的团队共同实现，应融入教学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课教师，

扩大心理健康教育团队规模。学院建立以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

教学院长为领导，教务干事、辅导员为核心管理人员，班长、团支书、

心理委员等主要班级干部成员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化的心理健康教

育管理模式，团结协作，共同育人。 

（四）加强网络宣传，科普心理健康知识

常态化防控期间，互联网也越来越深入教师和学生的日常生

活和学习中，微信、QQ、腾讯会议、钉钉等各种直播平台、邮箱

等媒介深入人心，网络成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的有力助手。高校

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宣传模式，收集学生日常

学习和工作中的心理健康问题和不良情绪，结合大学生的成长特

点和心理需求，通过网络平台及时反馈，建立知识性丰富、互动

性强、富有趣味性和实时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

五、总结

总之，社会网络互动视角下的心理健康教育有利于以班级为

单位，结合学生特点，是提升学生身心健康水平的有效保障，也

是管理者有效开展工作的重要途径，积极探索是英语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方式是当前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工作，确保学生积极投

入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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