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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李淼1  李玉玫2  杨琰华3  吴雯4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2046） 

摘要：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进入了新媒体时代。在新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信息中的多语言价值体系

对学生的生活、学习以及思维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高校教师应结合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特点，积极推进心理健康教育，以此来引

导学生直面新媒体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并在新媒体时代下获得发展与突破。基于此，本文将在新媒体时代下探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问题以及有效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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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特征分析 

于新媒体而言，主要依托移动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互联网

技术等，可以快速传播信息，为用户提供数据服务、资讯服务等，

在与用户互动的过程中，涉及多种媒介形式，这些媒介相互交织，

形成了系统性的信息空间。新媒体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主体间的

平等性。在新媒体时代下，民众既可以是信息传播者，又可以是信

息接收者，民众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如微博、QQ 等接收信息、发表意

见，在这过程中，民众接收信息、发布信息不会受时间以及空间的

限制，具有极大的自主性，并且用户间具有平等性。第二，语境呈

现虚拟化。在数字信息发展的基础之上，衍生了新媒体，新媒体可

以实现信息的共享、交流，在信息共享交流的过程中依赖虚拟化、

数字化的信息载体。因此，在新媒体时代下，民众可以通过多种载

体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创建了基于虚拟化、数字化的世界，

在数字化世界中可以创设虚拟化的语境，人们可以在语境中共享信

息以及数据等。第三，信息的海量化特征。在新媒体时代下，人们

可以依托互联网技术搜索所需信息，并传播信息，在这过程中，人

们可以检索到诸多信息内容，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新媒体承载

的信息量也日益增加，海量的信息充斥在人们的生活当中。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分析 

1.积极影响 

在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也将呈现出新特点，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有助于丰富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在新

媒体时代下，网络平台也逐渐增多，学生可以通过诸多网络平台获

取信息资源，这为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提供了有利契机。教师可

以甄选优质的网络平台，将平台引入校园网，并引导学生在平台中

浏览心理健康知识，在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中，可以开阔眼界，

使学生对世界形成新的认知，在此基础之上，学生将发散思维，思

想以及品质也将得到发展。第二，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在

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的学习也不再受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学生

可以有效获取信息，以此来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情感需求等，因

此，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教师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创设良好的

教学氛围，引导学生在平台中互诉心事，在此基础之上给予学生必

要的指导，从而使学生缓解心中的压力。与此同时，在良好氛围的

影响之下，学生也将放松身心，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学习，并形成积

极的心理状态。第三，确保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现

阶段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与以往有明显不同，教师应结合新媒

体时代的发展特点、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给予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

确保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方可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作

用，使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引领之下树立正确的三观，因此，

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教师可以充分结合新媒体提供的有利契机，

引入先进技术以及新媒体平台，确保心理健康教育的全面性、有效

性。与此同时，应将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等有机结合，从而实

现心理健康教育的动态发展，使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的发展有机结

合，在此背景下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成效。 

2.负面影响 

在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也面临着挑战。新媒体

覆盖范围相对较广，其中蕴含的信息丰富、复杂，对于人生观、价

值观正处于形成期的大学生而言，并未有分辨信息的能力，加之缺

乏生活阅历，因此，在不良信息的引导之下，容易产生诸多问题，

致使学生的价值观以及身心健康发展受阻。与此同时，在新媒体时

代下，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线上交流，此种交流方式降低了

面对面交流的几率，在此背景下将对学生的现实人际交往产生影响，

甚至会引发信任危机，这对于大学生的交友以及心理健康发展将产

生不利影响。针对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

教师也应积极探索，并结合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优化心理健康

教育路径。 

三、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分析 

1.存在主体性丧失的问题 

在新媒体时代下，学生的生活方式、发展状态均发生了相应的

变化，新媒体为学生创设了全新的生活、学习场景，即数字化情景。

在数字化情景中，学生可以隐藏现实身份，符号化较为彻底。在符

号化社交中，学生可以在网络平台中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性，展现自

己真实的一面。在网络平台中，人们的沟通交流以符号化的方式呈

现，因此，面对面交流的频率逐渐减少，学生的交流意愿不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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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符号化，将使大学生的主体性逐渐丧失，学生的价值观念、情感

特征也逐渐消减，学生的人际关系也逐渐呈现出疏离状态，这对于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较为不利，将影响教育成效。 

2.逐渐呈现出跟风式思考的问题 

新媒体为学生获取信息知识提供了便利，可以满足学生的日常

所需。新媒体快速普及，源于媒体传播规律，然而在媒体信息迅速

传播的背景下，将对大学生的思维以及阅读产生冲击，甚至会影响

学生的价值取向。在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往往倾向于碎片化阅读，

碎片化阅读时间较短，阅读速度较快，但是影响学生深入阅读，在

此背景下，学生将出现与人深入交流困难、缺乏耐心、交流层次较

浅等问题，对于学生的后续学习也将产生一定影响。除此之外，学

生在获取信息时过多依赖于网络，往往会使学生的思维僵化，使学

生出现跟风式思考等问题，从而使学生的自我思考机制逐渐退化，

这对于学生的自我发展较为不利。 

四、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策 

1.在积极心理学的引领下，树立主体性心理健康教育观念 

现阶段大学生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大学生渴望展现自我，并

且对新事物、新观点充满好奇。在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教

师注重对学生心理问题进行纠正，并未重视主体性问题，从而使学

生的心理特征逐渐出现异化。在此背景下，教师可以在积极心理学

的引导之下，树立主体性的心理健康教育观念，结合积极心理学的

知识，引导学生构建完善的心理机制。第一，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中，教师可以将主体性心理健康教育观念全面渗透在教学工作中，

结合积极心理学的内容，制定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方案，

可以引导学生参与其中，由学生针对教学方案以及教学活动提出相

应的意见，从而确保教学内容的实效性。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

教师以积极心理学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

手段，可以提高预期教学成效。第二，教师应设计符合主体性心理

健康教育的载体。在设计时，教师应明确个体间的差异，结合学校

实际情况，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技能锻炼，其中包括自我管理方面、

适应环境方面以及应对挫折方面的训练，通过开展训练活动，使学

生整合自我角色，并获得持续发展。第三，在应用积极心理学的过

程中，应不断扩大范围。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教师应针对学生

的个性问题给予引导，并面对所有学生，针对高校整体给予服务，

可以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全面覆盖，使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的学习、

生活有机结合。 

2.基于网络技术，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平台 

在新媒体时代下，网络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在学生生活以及学习

当中，网络技术的应用越发广泛，网络技术具有诸多优势，将其与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可以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新方向，

使心理健康教育与先进技术、时代发展接轨。高校教师以网络为依

托，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可以使心理健康教育满足学生的发展

需求，使教育工作突破空间以及时间的限制，在此背景下，心理健

康教育质量有所提升。高校可以构建网络社区，在网络社区中学生

可以畅所欲言，教师可以在网络社区中发表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知

识以及案例等，引导学生在网络社区中针对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在

探讨案例的基础之上，可以使学生明确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进而

在吸收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心态以及在网络

中的行为、思想等。除此之外，高校可以开通微信公众号或者微博，

在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中定期发送心理健康教育知识，通过碎片化

的输出知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在这过程中，教师可以适时引

导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给予适当的引导，

使其以积极的心理状态解决问题，并在网络平台中呈现更好的自己。

后教师可以通过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的方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

动，此种教学活动可以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充分发挥新媒体

的优势，在带领学生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使学生真正将心理健康教

育知识内化于心，从而使学生正确应对新媒体时代下的挑战，使学

生更好的迎接未来。 

结束语 

新媒体时代下，构建了诸多网络平台，在网络平台中，学生可

以接收信息、发布信息，信息内容将对学生的心理产生冲击，在此

背景下，教师可以充分结合新媒体的优势，积极推进心理健康教育，

优化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可以结合网络技

术创设心理健康教育平台，使学生在网络平台中更好的掌握心理健

康教育知识，调整心理状态，从而使学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以

及学习，使学生的幸福指数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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