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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新路径探究 
徐聪  王晓辉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邯郸  056000） 

摘要：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新媒体

的出现及迅速发展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情绪情感及个人生命意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新媒体的环境下探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方法路径，将线下传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新媒体手段相结合，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拓宽育人维度，以

期达到更好的育人目的和思政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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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 

传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以线下的方式，通过课堂讲授

增加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普遍性认知；此外，通过班级辅导员

或心理咨询师，学生可以进行面对面心理咨询。新媒体的出现和迅

速发展，一方面为学生获取信息和知识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和渠

道，创造了更为广阔的交流空间和娱乐方式，另一方面，也导致部

分大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少数大学生过度沉迷和依赖网络，不

能很好地适应现实世界；由于习惯于网络世界的虚拟交流，部分大

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面对面交流时，会产生恐惧、抗拒、回避的

心理，进而出现焦虑情绪、社交障碍。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虽

然能够深入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但是覆盖面窄，容易使学生产生

紧张、不安等不良情绪，不利于其健康发展。因此，在互联网迅速

发展的时代，将传统模式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加强大学生网络心

理健康教育，使其能够在享受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保持

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 

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心理特点 

以邯郸某高校为为例，我们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共有 234 人

参加。其中愿意进行线上心理咨询 169 人，占 73.22%；当遇到困扰

或问题时，希望通过网络获得的帮助类型有找寻知心的倾诉对象、

寻求心理调试方法，分别占 62.39%、52.56%；通过网上心理咨询解

决的问题主要有人际交往问题、情绪问题、学业问题，分别占

70.94%、61.97%、46.15%；通过哪种途经寻求心理帮助的问题上，

更多人倾向于求助身边朋友或家人，其次为网络心理咨询，分别占

56.84%、26.5%。通过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我们发现，随着新媒

体技术和移动互联设备的普及和飞速发展，大学生的心理也发生了

变化，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崇尚个性又渴望认同 

以“00 后”为主的大学生群体，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思维

活跃，对新媒体的接受度和认同度远远高于其他人群，崇尚个性又

渴望认同，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在各种新媒体内容

的影响下，大学生的从众心理愈发明显，“网红打卡地”、“网红美

食”......无一不是从众心理作用下的产物。大学生通过这一方式表

现自己对时尚潮流的追随，对环境的适应与融合，久而久之，在逐

渐成为一名追随者的同时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在问卷

调查中发现，大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同学间的人际交往问题，通

常表现为缺乏沟通技巧，不能与人和谐相处。在孤单、苦闷情绪的

影响下，这部分学生会在网络中寻找方法，获得暂时的快乐和心理

安慰，但是一旦回到真实的校园生活中，会产生心理上的落差，形

成恶性循环。 

2.体验充实又感觉空虚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00 后大学生获

取信息的方式更为便捷，信息量也是井喷式增长。与此同时，智能

手机的迭代与更新衍生了各式各样的软件，资讯、手游、短视频、

购物等类型深受大学生欢迎。新媒体的发展和应用，为大学生提供

了更为多样化的交流、娱乐和游戏的方式。相当一部分学生将大量

时间用于虚拟沟通和网络游戏，层出不穷的新模式、新玩法不断激

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使其沉迷其中。他们一方面享受着虚

拟世界带来的快乐，感觉到充实；另一方面希望在现实世界中体验

到同样的乐趣和满足感，当他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会产生强

烈的空虚感。 

3.乐于分享又善于隐藏 

00 后的大学生个性张扬，有很强烈的表现欲，在各种新媒体平

台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热衷于跟随网络潮流，分享日常、

心态、情感、美食等，表达情绪的“emo”等网络热词也是大学生

交流的常用语。在这些平台上，大部分学生选择性的展示自己优秀、

美好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又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活跃在网

络上的个体在现实中不善言谈，“社恐”变成了一种标签；展现在

手机屏幕中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与现实中消极的生活、学习状态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媒体环境下的共享时代，很多大学生在虚拟世

界中通过分享，“打造”自己的全新形象，在现实世界中又选择隐

藏自己的真实情绪、状态，在现实与虚拟空间中穿梭。 

三、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面临的机遇 

（1）丰富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传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多是按照特定的教学内容，在

规定的时间、地点开展教学活动。这一教育形式能够帮助学生对心

理健康形成初步的认识，但是内容和形式较为单一，不利于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学习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通过新媒体技术开展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可以通过 QQ、微信、抖音、B 站等平台，利用

丰富的网络资源，将图片、视频、音频等内容融入到教学过程中，

使得知识的传授由单一的方式向可视化、形象化的形式转变，教学

内容更加新颖并且具有吸引力，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充分调动其

学习热情。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人际交流更加便利，学生可以

在网络平台上可以与同学、老师自主交流，也可以获得线上课程学

习资源，突破了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的局限性。 

（2）拓宽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传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途径通常有课堂讲授、心理

咨询师一对一咨询、心理健康评估、或是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

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教师掌握部分学生的基本情况，但

是很多学生羞于表达，传统的教育方式会使他们隐藏自己的心理状

况，不利于教师及时发现问题。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辅导

从单一线下转为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各种社交平台进行沟通，打

破学生的心理防卫，使其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吐露自己的真实想

法，增强教育的实效性。此外，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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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根据学生喜好开展丰富多样的教

育活动，拓宽教育途径。 

（二）面对的挑战 

1.网络信息良莠不齐 

在“万物皆可互联”的时代，数字化的洪流裹挟着每个现代人。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发布的“无门槛化”、“去中心化”使得每个人

都可以登上舆论的舞台发表自己的观点，借助智能手机的拍照、录

像等功能，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信息的发布者。技术的进步和信息量

的扩展，给大学生带来大量的知识与正确的引导的同时，不可避免

的充斥着一些不良信息。这些信息通过新媒体平台很容易被大学生

获取，然而他们正处在三观的可塑阶段，对于网络上带有迷惑性的

言论和虚假信息缺乏基本的认知和深入的思考，容易形成错误的价

值和情感导向。那么，如何在庞大的信息中进行筛选，维护网络传

播的正确导向，是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的

一个现实问题。  

2.“聚众式”的虚拟交流 

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互动性为大众情绪化的

表达提供了平台。在互联网包裹下长大的 00 后大学生群体，既崇

尚自由又渴望认同，是“聚众式”的虚拟交流的爱好者，弹幕文化

也应运而生。视频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弹幕，他们可以进行

沟通、交流、吐槽，逐渐形成新的网络文化。开放的网络可以使每

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有些人借助虚拟网络空间，对他人发表攻

击性言论，缺乏辨别能力的部分大学生可能会“聚众式”的群起而

攻之，以刷屏等方式制造网络暴力，成为施暴者或是受害者。这一

现象无疑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挑战，需要引起关注与重

视。 

3.生活上的安全隐患 

当下各种新媒体平台都自带社交属性，微信、抖音等平台都具

有交友的功能，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也喜欢通过这些功能和陌生

人聊天交流。大学生未步入社会，警惕性较低，并且不注意个人信

息的保护，这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由此引

发的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以近几年高校发生的“校园贷”为例，它

们是披着互联网外衣的高利贷，以分期付款、低手续费诱导没有经

济能力的大学生超前消费。部分虚荣心较强、缺乏风险意识、不懂

金融常识的大学生陷入了网贷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产生心理问题甚

至走向极端。如何杜绝这一现象的出现，或是最大限度降低其不良

影响，对高校学生工作提出了要求，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出

了的挑战。 

四、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路径 

1.转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理念 

新媒体平台的发展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而言，既是机遇，也

是挑战。高校心理健康教师应当认识到新媒体技术在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开展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转变传统教育理念，合理利用

新技术、新方法开展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理念，借助微信、微博等平台，创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

式，使其不仅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内容，以情景剧、案例探

析、心理知识微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在学习

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作用，在交互式学习的过程中形成更为深

刻的自我认知，主动分享，进而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同时，教师

要认识到网络信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学生进行正向的引导，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学生在海量信息中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

价值取向，能够更好的使用各新媒体平台开展学习。在新媒体环境

下，高校管理者、教师、辅导员、学生及其他社会主体都应当参与

其中，了解新知识，树立新理念，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 

2.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氛围 

网络的开放性和共享性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很多不

良信息和不健康的资源。大学生的价值观没有完全确立，缺乏明辨

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容易受到网络空间不良信息的影响。针对

这一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监管： 

（1）政府层面。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

容，政府应当加强网络信息和网络平台的监管力度，遏制不健康、

不良信息的发布和流传，在社会上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完善

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举报和监督机构，为大众提供畅通便捷的

举报途径，使社会各界形成合力，抑制虚假消息的传播和散布，营

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 

（2）学校层面。一方面，学校应当做好校园网络资源的监督

管理，鼓励学生发现不健康的信息及时上报。另一方面，新媒体平

台并非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唯一途径，线下教育依然是教学

活动开展的主要方式与途径，应当给予重视。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

问题是讲授心理健康课程的教师相对充足，但专业心理咨询师不

足，难以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因此，可以利用新媒体手段，搭建“班

级心理委员—辅导员—心理中心”三级心理健康预警平台。通过这

一平台，可以通过心理健康推文、心理健康月等方式，开展常态化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委员利用新媒体平台随时关注同学们的思想动

态，负责信息的发布并及时掌握、反馈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辅导员

利用微博、QQ、微信等平台，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对存在心理问题

的学生重点关注并采取有效沟通尽力解决，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

中；对于心理问题较严重者或是发生紧急突发状况，由专业心理咨

询师迅速处理，有效化解大学生的心理危机。 

3.搭建学生心理健康平台 

（1）整合线上教学资源。教师应该有明确的定位，结合学生

心理特征和认知特点选择教学内容，在庞大的网络信息资源中进行

取舍。整合现有慕课、微课等优质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引导大学

生关注学习。在进行教学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将党和国家的新理论、

新政策和时事政治融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引领，

充实教学内容。 

（2）构建线上线下沟通平台。借助新媒体平台与大数据技术，

收集大学生的行为数据，形成每个人的人物画像，进而分析其心理

倾向和存在的问题。通过搭建匿名的倾诉和求助平台，在身份虚拟

化的环境下，能够让学生卸下防卫，在平台上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也可以在微信和抖音平台开通账号，推送文章、发布学生制作的视

频，线上线下联动互通，增加交流的互动性和趣味性。这一方式在

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师生的交流模式，可以使教师了解学生的真实诉

求，并制订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教师可以根据收集的信息

和平台反馈，及时调整教学设计，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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