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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下大学生心理特点的高校思政教育研究 
李海青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科技在不断的发展，电子设备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自媒体下，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呈现出个性化

的发展趋势。对高校而言应该针对自媒体下大学生心理特点的发展情况，对高校思政教育进行研讨，不断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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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今，自媒体行业快速发展，高校思政教育也面临着越来越多

的机遇。在自媒体发展的过程中，大学生们的心理特点发生了转变，

高校思政教育也必须根据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来进行改变，这样

能够突破在传统的高校思政教育过中出现的问题，令师生之间的心

理交流更加高效，促进高校思政工作的开展。 

一、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的心理特点 
在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呈现出正向心理特点与负

向心理特点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自媒体时代

大学生所接触的信息很多，这会对大学生的心理产生影响。当大学

生能够利用自媒体来进行正面信息的接受时，他们的心理就会呈现

出正面特征，如果他们被自媒体时代下的负面信息所困扰。那么，

他们的心理就呈现出负面的特征。在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等心理

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情况: 

（一）心理满足，但精神空虚 

自媒体时代为大学生们提供了更大的获取空间以及更便捷获

取功能，自媒体带来了广阔的视野，让大学生在自己从未接触的领

域获得了兴趣。大学生可以在网络上搜集自己所想要的各种各样的

信息，大学生也可以利用新媒体的方式去欣赏音乐，观看视频，满

足大学生的心理需求。然而，在自媒体时代下，自媒体所表达的内

容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大学生往往接受片面的信息，从而根据这些

片面的信息得出片面的结论，这就导致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着一种浅

尝辄止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导致大学生在求职探索的道路上

并不能够更进一步。大学生在自媒体时代下不能够全面了解社会热

点问题以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哲理，这就导致他们容易形成狭隘的

眼光去接触问题，从而导致心理满足孝德精神空虚，这是自媒体时

代下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这种情况会导致大学生奋斗的劲头被

影响[1]。 

（二）大学生的心理容易出现价值情感危机 

在自媒体时代下，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就可以传递

信息，而这些信息未经辨认就发布到网络上。由于大学生还没有步

入社会，他们所接触的仍然是比较单一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接受信

息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够正确的辨别是非，这就导致他们在接受信

息的过程中接受了错误的信息，从而会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大学

生在自媒体平台中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容易受到负

面信息的引导，而负面信息的引导会导致学生会出现与国家主流价

值观不符合的言论，这种言论会导致学生们的心理问题频发。自媒

体拉近了人们之间的交流距离，但是却令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

加的疏远，在自媒体时代下，符号可以代替表情，线上交流的频率

往往高于线下交流的频率，一些大学生往往沉溺在虚拟世界中，这

些都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这是自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特点的

一个重要表现。所以，在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的价值情感危机频

发，大学生之间的情感维系变得非常的薄弱，这容易导致大学生出

现问题[2]。 

（三）对电子设备产生心理依赖 

当代大学生在遇到糟糕的情绪时，网络变成为了他们情绪宣泄

的一个途径，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在网络上缓解自己的不良压

力，但是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大学生缓解不良压力和情绪的过程

中，往往会产生对自媒体的心理依赖、有的大学生刷微博是必不可

少的内容，有的大学生手机不离手，在心理上已经对手机产生了一

定的依赖，这种心理依赖是大学生在目前自媒体时代中发展的一种

心理特点。对于一些自控能力比较弱的学生们来说，他们过度的依

赖自媒体，就会导致他们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浪费时间，不

能够将精力集中在自己的专业课学习过程中，无法去学习，不利于

学生们的成长。 

二、在自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一）部分教师的素质仍有待提升 

在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在

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也需要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来

对其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但是一部分教师的素质仍然有待提升。

这主要表现在有一些大学并没有意识到，针对学生们的心理特点来

开展思政课的重要性，所以思政教学队伍的素质并不过关，一部分

教师的素养并不强，这就导致他们不能够正确分析大学生存在的心

理状况，从而针对大学生的心理来进行思政教育，一部分教师对于

自媒体的认识比较浅，没有与时俱进，在解决高校思政问题的过程

中并不能够与时俱进。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沟通渠道特别广，

越来越追求平等和自由的认识，因此，一些学生对于一部分思政教

师的教学方法并不理解，所以思政教师的专业素养有待提高是自媒

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困境[3]。 

（二）大量信息挑战了思政教师的专业权威性 

在自媒体时代下，学生们的心理特点发生了变化，他们能够从

网络上获得大量的信息，这就导致学生自认为自己掌握的信息比信

息来源相对闭塞的思政教师来说更多，大量的信息挑战了思政教师

的专业权威性。传统的思政教师认为，只要具备了渊博的知识，就

能够在大学生教学的过程中为学生们传递知识，让学生们意识到教

师权威的形象。但是，在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们的学习渠道，很

多大学生们能够通过自媒体进行学习，所以这就导致他们在课下能

够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传统的被动学习，慢慢被时代所抛

弃。大学生的学习方式逐渐多样，这些方式导致教师的权威面临着

考验，高校大学生不再过分依赖高校思政教育教师的教学方式，甚

至会出现对一些思想言论嗤之以鼻的现象，会影响思政教育工作的

开展。 

（三）高校未针对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制定相应

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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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媒体时代下，高校的大学生对于手机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依

赖，甚至出现了价值情感危机，他们出现了精神空虚的现象，这些

都是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的心理特点。针对大学生所呈现的心理特

点，高校应当及时改变自身思想政治教学的策略，但是在具体的教

学过程中，高校却没有针对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制定相

应的对策。目前各类自媒体平台的信息中，如果内容与现实情况严

重不符，大学生会从这些来源不实的信息中获得负面情绪，会导致

大学生在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知识过程中出现逆反心理。 

三、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心理特点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途径 

（一）在思想政治课堂上，让学生们感受到精神的沃土 

在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自媒体时代下的高校

大学生们精神空虚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大学生在自媒体

平台上接触了自己从未接触的知识，但是由于文化内涵缺乏系统

性，让学生们产生了精神空虚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思想政治教

师需要在课堂上为学生们讲解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历，让学

生们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渊源，让学生形成求知探索的

精神。在思政课堂上，高校教师通过让学生了解到要用发展的、全

面的眼光看问题，让学生全面的了解某些社会热点问题以及某一专

业的知识，让学生能够在求知探索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此外，在

高校思政课堂上，教师应当意识到让学生们养成奉献的精神是十分

必要的，有些大学生在课下为了摆脱无聊或者消遣时间而花费较多

的时间在新媒体上。针对这样的情况，让学生们树立奉献意识，通

过让学生在课下去做志愿者、做义工、去献血等方式组织开展拓展

性思政教育活动，能够让学生们感受到奉献的美好，让学生能够在

学习的道路上进行奋斗，减少学生集体浮躁的心理现象，高校教师

应当用思想政治理论去填补学生的精神空虚现象，让学生的精神沃

土能够开出花儿[4]。 

（二）在思想政治课堂上，促进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 

在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出现了新的表现，但总体

来说，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往往会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所以在思想

政治课堂上，高校教师应当了解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在课堂

上，让学生们识到学习思想政治理论是十分必要的，这能够端正自

己的态度，让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意识到思想意识的重要性，高校

思政教师应当提高自己的专业基础能力，在课下去了解与心理健康

教育有关的知识，并将其运用到思政课堂上。通过这种方式，能够

在课堂上了解学生的心理问题，并且在课堂上根据学生们的心理问

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自媒体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充斥在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中，这些虚假歪曲的

信息通过自媒体进行蔓延，导致学生们出现了价值情感危机。如果

在思想政治课堂上，高校思政教师注重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融合，

那么就会提高学生客观辨别是非的能力，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问

题，针对自媒体时代下学生的心理特点来令思想政治课堂变得更加

有趣，减少学生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在思想政治课堂上，通过解

决学生们的价值情感危机，能够让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去维

系自己的情感，令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的信任，促进大学生的健康

发展。 

（三）注重对大学生进行全面引导，减少对电子设备的心理依

赖 

在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大学生进行全面引

导，这样能够有利于减少大学生对电子设备的心理依赖情况，在自

媒体时代下，高校应当完善心理教育网络。针对大学生的心理特点

进行全面的剖析，从而能够解决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心理

依赖情况，减少他们对电子设备的高度依赖。高校思政教师应当对

大学生进行全面引导，要让他们意识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等的重要性，让学生们意识到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应当树立正

确的意识，应当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应当将时间花费在更值得的

事情上，而不是将时间花费在虚拟世界里、让学生们集中精力去学

习，减少对电子设的依赖，让学生们正确的运用手机去缓解自己的

不良情绪和压力，减少学生们的依赖心理[5]。 

（四）构建平等的师生关系 

在传统的思政教育课堂上，教师往往处于主动的地位，学生们

处于被动的地位，学生们在课堂上有着较少的发言权，他们无法表

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高校教师过度干预学生们的表达自由，但是

在自媒体时代下，学生们的心理特点发生了变化，高校教师如果仍

然在呆板机械化的课堂上进行教学会导致学生们产生逆反心理。所

以，高校教师应当尊重学生们的思想观点，与学生们进行平等相处。

在具体教学的过程中，高校思政教师应当需要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

量，意识到与学生们平等相处的重要意义，对学生们的政治觉悟进

行引导，与学生们共同探讨实时热点新闻，将思政教育工作与社会

热点工作进行相结合，不断地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高校思政教

师也需要了解大学生的思想波动情况，根据大学生对课堂的反馈情

况来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与大学生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让大学

生意识到自己对他的信任，为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帮助，让大学生

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减少心理问题，减少它们负面观念的影响。 

（五）构建完善的自媒体平台建设力度，融入思政教育内容 

在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发生了变化，高校思政教育

也应发展。高校思政教育可以与自媒体平台进行结合，通过构建完

善的自媒体平台建设力度，并且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合到其中，能够

让学生在学校自媒体内刷到更多正能量的视频。通过这种方式，学

生能够对社会产生更多的美好情感，引导大学生们树立更加积极阳

光的思想，当学生能够在校内的自媒体平台上分享各自的观点时，

他们之间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高校思政教师也可以充当管理员、

引导者的角色让大学生们敞开心扉，提高大学生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和水平。 

四、结束语 
在自媒体时代下，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心理

特点更加呈现出较为空虚的情况，高校思政教育应当以自媒体时代

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发展情况为基础来对大学生进行引导。让大学

生们全面了解思政教育的内容，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高校思政教

育工作者应当主动改进自身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们辨别是非的能

力，调整教育内容，满足大学生对思政教育的需求，满足时代对于

人才的需求，引导大学生朝着积极的方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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