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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信息时代，新媒体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教育教学活动来说也是如此。目

前，大多数的高等院校都引入了多媒体教学设备，对网

络信息资源进行了开发与利用，对课堂教学产生了极大

的改变。科学技术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对于大学

生的综合发展也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

一定的弊端，极易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在新媒

体背景下，高等院校在进行心理健康知识领域引导的过

程中要做到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疏解，促进高

等院校学生养成健康的心理品格。

一、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引导的必

要性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媒界迎来了声势浩大的深

刻变革。大学生心理发展还不成熟，对是非对错的判断

能力还相对较低，心理素质及思想观念都很容易受到外

界因素的影响。

在信息时代，网络是非常便捷的工具，人们可以利

用它获取海量的知识与信息。目前大学生普遍存在着依

赖手机、电脑等互联网工具进行学习的情况。网络包含

着非常广泛的信息，新媒体的开放性能够拓展视野，丰

富思维，可以让大学生接触到许多自己感兴趣且在学校

里学不到的知识。新媒体也是一个让学生能够大胆的发

表自己内心想法的平台，大学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与

意见，通过网络与自己不认识的人进行沟通交流，获取

多方面的见解。除此以外，新媒体不仅能为大学生提供

娱乐的需求，其中包含了许多大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丰

富了他们在课余时间的放松方式，也可以在网络上释放

自己的情绪，缓解压力，维持身心健康。

网络上包含了各种信息知识，这些信息的来源参差

不齐，这就导致大学生不仅在网络上获得有用的知识，

还会在网络上接触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大学生还处于心

理状况不稳定的青春期中，许多人对于是非的判断能力

还相对较弱，很容易受到网络上的影响，甚至有一些不

法分子会利用学生的不良情绪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极大

的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许多学生的自制力较差，

高中时依靠师长的监督学习，进入大学离开师长，他们

可能会通过网络来获取教师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不利于

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给身心健康带来消极影响。还有

一部分学生因为缺乏自控能力，对网络带来的便利产生

了过度依赖，形成网瘾。在新媒体时代，有很多的网络

交友平台，很多大学生都习惯通过网络以一个虚拟的形

象来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表达自己的感受，这就导致

他们在现实中更少地与他人进行交往，人际交往能力也

就越来越弱。通过新媒体平台与他人社交，可以远离身

边亲人朋友的看法，大学生可以在网络上放纵自己，让

自己的思想朝着更加自由奔放的方向发展。而在这样的

过程中，现实中的责任与义务渐渐会被学生忽略。由此

也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

新媒体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为日常

的学习生活带来便利，也为心理健康带来了威胁。高校

心理教师要结合时代的特点，因时制宜，因势利导，根

据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咨询与引导

服务。利用新媒体的积极方面促进学生发展，减小新媒

体给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新媒体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引导

的对策

（一）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大学生出现不良心理的几率大

大增加，心理问题成为了大学生间普遍存在的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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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相比，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情况。对于高等院校

的教师来说，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应以大学生的心

理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为基础，对大学生的心理需求进

行深入挖掘，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引导和教育工作。心

理健康教育应多种多样，可以通过教师辅导、内部交流、

讲座等形式，可以通过教师和一些优秀学生代表的行为

示范来影响其他学生。教师要合理利用学生的同情心理，

和学生平等交流、沟通，成为学生群体中的一分子，这

样才能让学生更好的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视的，能感受到

其他人也和自己有相同的问题和需求，这样可以极大的

降低他们的担忧与焦虑，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咨

询和引导工作。

（二）拓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手段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平台是否合适，对于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的成果，有着极大的影响。与传统的心理健

康教育模式相比，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可

以让学生更加有勇气来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可以避免

学生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对自己的不理解而产生压力与

焦虑。高等院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积极拓展网

络健康辅导与咨询的教育平台，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开展

各种活动，并延伸至线下，培养学生自律自省的意识，

提高他们对是非对错的判断能力与认知能力。高校可以

建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公众号，通过留言和在线咨询的

方式来对学生提供帮助，也可以建立特定的微信群或应

用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改变心里

健康教育的方式，使学生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这

样可以为大学提供更好的帮助，及时的解决他们心中的

困扰。

（三）协调发展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对于高校的人文素质课来说，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

健康教育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维度，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相

同的目标，内容中有一定的交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可以很好的相互促进。心理健康是思想道德品质形成的

基础，而思想道德素质又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前提。想要

将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高校教

师应善于在思政课和学校的相关教育活动中渗透心理健

康教育的相关内容，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关怀学生，了

解他们的心理需求，把握心理发展规律，因势利导，有

针对性的展开教育教学活动。除此以外，教师还应用心

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来丰富和完善思想道德教育，这样有

利于促进德育的发展，可以构建起新媒体背景下符合学

生需求的高等院校思想品德教育新方式。

（四）建立相应的心理健康评价制度

在新媒体时代，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已不适用于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原有的心理健康教学评价体系也不

能与新的教学方式相适应。在新媒体内镜下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教学活动，教育工作者要更加注重学生之间的沟

通与互动，学生才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因此，高等

院校心理健康教学评价应从课堂教学互动、教学环境、

教学效果以及课后教学总结等多个方面来开展，这样有

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让学生很有兴趣加入到心理健

康教学过程中来，这样才能更好的完成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咨询与引导工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技术

发展的愈加成熟，新媒体平台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占

有着越来越高的比例。这不仅为学生的学习带来许多有

利条件，也为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许多的负面影响。

高校领导层和管理层要充分重视这一现象，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者要把握好新媒体这一双刃剑，加强对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利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拓展新时代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渠道，将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

机结合起来，建立起新媒体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教学评价

体系，提高学生的参与感，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心理健康

咨询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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