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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教育理念下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构建
房梓彤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山东 济南 271100）

摘要：随着移动端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应用，我国进入现代信息社会，人们的各种日常生活和社会工作活动方式也随之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巨大改变，各个相关行业都因此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进步。在学校，学生们总会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譬如自卑、自负、冲动、

厌学等一系列的问题。教师为了帮助学生解决这种心理问题，可以积极借助互联网技术德育优势来优化心理健康教育手段，从而提升中

职学生心理健康的效果。本文首先分析了现阶段中学生经常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且重点探索如何借助互联网技术来提升心理健康教

育的效果，从而保障中学生可以顺利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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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是学生充实自身、丰富价值观的特殊阶段，也是为高素

质人才培养的基础环节。这个时期的教育大多是以知识教学为主，

很容易将心理健康方面的辅导内容忽略掉。在当前互联网 +的社

会环境下，教师要巧用互联网优化学生心理辅导手段，弥补传统

教育手段中心理健康教育的不足。与此同时，教师还需要对学生

进行引导，尽可能缩小因为互联网负面信息给同学带来的不良影

响。

一、互联网 + 环境下中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中学生心理健康现状是比较复杂的，一般来讲，主要呈现出

以下三种问题。首先是学习心理问题。中学时期的知识一阶段比

一阶段难，对于学困生来讲，内心很容易出现学习积极性不足的

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背景下，中学生很容易沉迷

虚拟网络难以自拔。其次，人际关系较为紧张。对于中学生来讲，

如果他们长期沉溺于虚拟网络，那么对于虚拟世界将会产生依赖，

进而与现实社会相脱节。长此以往下去，师生、家长与孩子、朋

友之间的交流频率明显减少。最后则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较为显

著，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差。对于中学生来讲，他们还具有较为

明显的逆反心理。当遇到某些问题时，不懂得克制，而是凭借内

心的自我意识，做出一些违纪的现象，这间接反映出中学生心理

承受能力比较差的问题。

二、互联网 + 背景下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优化对策

（一）培养和提高了学生辩证分析网络上各种信息的技巧

网络世界五花八门，各种各类的信息充斥在中学生的视野范

围内。这些信息既包括正面，也包括负面的，如何引导学生向着

积极的一面前进成为了十分重要的内容。目前，大部分中学生在

社交方面已经习惯以 QQ、微信等工具。这些网络社交工具灵活性

较高，且社交范围较广，不过中学生缺乏丰富的社交经验，很容

易成为网络世界中的受伤群体。因此，教师需要让学生明白如何

正确应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的存在价值。在下载软件的时候应该

从正规平台下载正规软件，对于网络虚拟人物的诱惑语言及其诱

惑行为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及理智的判断，对于不良信息或者负面

信息应该坚决抵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二）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创新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方法

学校还应该完善常规的心理健康课程，开拓一些全新的教学

手段。现阶段，在互联网技术的辅助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在线教学是比较常见的教育模式，教师同样可以将这些全新的教

学模式融入到心理健康教育之中。另外，学校还可以借助校园网

的便利条件，搭建心理健康课程自学平台，教师将整合到的心理

健康资料、案例、课件定期上传到平台，让学生利用自由活动或

者放假的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同时，教师还可以创建讨论群组。

在群组之中，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与其他同学和教师进

行深层次的交流，寻求其他人的指导。当然对于一些比较隐私的

问题，可以选择与教师私聊的方式向教师进行咨询，防止因为学

生性格问题出现尴尬的事情。在师生以及生生互动过程中，二者

的关系将会得到显著的提升。

（三）利用互联网开展心理健康辅导的跟踪调查，为学生构

建长期保障体系

在心理健康教育的时候，教师除了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还需

要对他们后续的心理问题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关注他们之前存在

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假设问题仍然存在，教师就需要转变之

前的心理辅导方法，采用全新的辅导手段。在对学生进行跟踪调

查的时候，教师需要构建学生专属的网络心理档案，在档案之中

清楚地描述学生的个人信息，并且还要将学生产生的心理问题以

及教师给出的心理辅导方法详细记录在内。每隔一段时间，教师

需要打开网络档案，并且邀请之前辅导的学生进行座谈，看看他

们之前问题的解决情况以及是否出现了新问题。如果之前问题已

经没有了，教师需要对心理档案存档，从而为后续的心理健康教

师提供适当的借鉴。如果没有的话，教师就需要对网络档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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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分析学生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然后与其他心理辅

导教师沟通或者向专业的心理学专家进行请教。

（四）构建心理辅导教育网络平台

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在与教师面对面谈一些问题的时候，总会

吞吞吐吐，无法主动打开自己的心声，这为教师的心理辅导增加

了难题。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教师可以尝试构建校园内部的线上

心理教育平台。在该辅导平台，教师无法了解学生的个人信息。

这样有助于学生打开自己的心扉，将自身遇到的问题倾诉出来，

从而显著避免了面对面攀谈出现的尴尬局面。当然，在线上平台

辅导的时候，教师需要保证学生的隐私，否则便会出现信任危机，

导致学生不再信任教师，也不会相信其他的人，这反而会使得其反，

对学生造成更糟糕的影响。

（五）利用网络技术提升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

在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逐渐将教授学生专业知识当作了唯

一目标。这就使得教师所掌握的心理知识逐渐被遗忘，所具备的

心理健康教育能力逐渐消退。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学校首先

要做的就是让每位教师都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并将其与专业知识

相融合。其次，学校也需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不断提升他们的

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如此，学校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教育的合力，

共同对学生实施心理教育，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谐地发展。此外，

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于教师的培训，可以提高教师的身体和精神

素质，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三、互联网 + 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

（一）互联网 +为中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创造新路径

我国中学生正值“心理危机时刻”（即人类的青春期），在

这一时代，传统心理健康的教育手段很容易一部分中学生的自我

逆反心理。然而，互联网 + 的到来为我国高校对中学生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教育者和被教育人之间的

平等关系是师生关系的根本保障，网络的虚拟化和隐藏性为教育

活动的主体和双方之间创造了平等的信息传播环境。使得教师能

够在相互沟通交流的同时了解到学生的心理问题，及时地进行心

理辅导。

（二）互联网 +拓展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渠道

互联网具有自由、开放、高速发展的特点，使得中学生能够

充分利用互联网作为学习自己最感兴趣的心理知识的平台和桥梁，

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挑选相应的心理健康论坛，甚至接受到在线

的心理健康咨询。在海量的互联网和信息中，不仅涉及到各种职

业和心理学的基础知识，还涉及到社会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

丰富多彩的信息给中学生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教育资源。心理健

康教育的网络化模式扩充和拓展中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和渠道，极大程度地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为我国中学生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健康学习世界。

四、互联网 + 给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带来新效应

互联网具备了实时教育的优势，为广大教育人员提供丰富

的现场化和实时教育资源。此外，互联网已经给学生心理健康

提供了许多的交流平台，且大部分都是匿名的，因此它们增加

了学生教育者接受和高等院校教育人员互动的机会，缩小了学

生之间的差异和距离，这大大提高了教育效率，有效地拓宽了

中学生教育科研工作者的视野和空间，为中学生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和技术支持，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发

展效果。

互联网与信息化教育的深度整合为我国中学生的心理健

康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空间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因此，教育工作者们也应准确地把握移动互联网对于中学生

的影响利弊，帮助高校学生正确地认识其是非，为此，要以

学生发展为本，借助于互联网科技更新我国传统中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模式。在互联网 + 的大背景下，构建中学生身体健

康教育的网络化模式，提高中学生身体健康教育的效果，实

现人才培养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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