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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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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机遇，阐述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包括影响大学生思

想观念，对教师工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等，最后结合以上分析，提出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策略，包括正确引导学

生的网络行为、挖掘网络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建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建立心理健康档案等。旨在正确认识新媒体对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提升新时代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水平。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机遇；挑战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Zhenhua D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hanghai，201620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and

elucidates its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cluding influencing their ideologies and placing higher demands

on teachers' work abilities. Finally,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analysis, this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correctly guiding students' online behavior, exploring

resources for onlin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stablishing platforms for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reating

psychological health records. The aim is to have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new media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level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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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多样化与快捷的

信息传输方式，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更丰富了教育载体，

提升教育质量与效果。新媒体时代环境下信息的多元传播，

也造成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为解决大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营造良好的成长学习环境，需充分了解新媒体时代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紧抓机遇与挑战，促进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开展。

一、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机遇

1.新媒体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教育渠道

传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利用线下沟通的方式

来了解大学生心理状态，并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由于教育资

源的缺乏，加上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抗拒心理，导致多

数心理健康教育无法顺利开展，直接影响教育成效。而在当

前的新媒体环境下，辅导员可借助多样化的新媒体设备与软

件，借助众多载体的心理教育资源，有效挖掘导致大学生心

理健康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并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提升

教育成效[1]。另外，大学生本身对新媒体技术的兴趣较高，

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新媒体软件与设备，可以通过新媒体在互

联网上寻找各种心理教育资源，对照自身所出现的实际心理

健康问题，正确充分的认识自身状态，从而不断提升自己，

从根源处减少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最后，学校可建设专门

的线上心理咨询平台，学生可通过匿名的方式来线上咨询心

理健康问题，减少抵触心理的出现，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的顺

利开展。

2.新媒体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大学生处于关键的成长时期，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往往心

思敏感，自主意识强，即使出现相应的心理问题，也不愿与

他人沟通，社交欲望较低，反观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中却能敞

开心扉，积极与他人交流。根据这样的大学生社交沟通现状，

教师可撇弃传统线下沟通的教育方式，改为以线上交流为主

的交流谈话。在网络环境下，减少了面对面交流的尴尬与恐

惧，大学生更容易阐述自己的困扰，更加明确完整的表明自

身所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教师也可以根据大学生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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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谈话方式与技巧，帮助解决心理问题[2]。另外，

新媒体技术以打破时空间限制的典型特征，可帮助教师在任

何时间与地点都可与学生开展线上交流，及时关注大学生的

心理动态，使大学生感受到自身受到重视，也更加愿意配合

教师共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所以说，新媒体时代下的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能够有效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减少师生

隔阂，有助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推进。

二、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挑战

1.影响大学生思想观念与社交能力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导致媒体信息数量与类型不断增多，

其中包含了有效信息与无效信息，消极思想与负面言论。大

学生本身的思维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对新媒体环境

下所产生的信息比较好奇，同时由于缺少社会经验，对信息

的判断能力不足，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导致自身思想

观念受到侵害。尤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西方文

化的入侵，些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信息也将严重影响

大学生的价值观，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另外，新媒体

的不正确使用，也会严重影响大学生的社交能力，新媒体平

台的交互性特征，使大学生更乐意通过网络发表自身的看法

与言论，长期以来，便逐渐失去面对面交流的兴趣与信心，

导致现实人际交往能力下降，在现实生活中缺少对其他人倾

诉自己内心情感的欲望，最终形成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

2.对教师工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新媒体具有开放性的典型特征，媒体信息传播具有随意

性与自主性的特点，言论自由的网络环境虽然可以使大学生

接收到更多信息，激发自身思维开放，但也容易导致大学生

对权威信息产生质疑。网络上一些偏激的言论信息会直接影

响大学生的思想价值与理想信念，同时也让教育工作者对大

学生言传身教的影响力持续下降，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难度持续提升[3]。其次，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大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普遍与网络信息传输有着直接关系，大多教育工作者

也倾向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这对教育工作者

的网络信息教育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其掌握一定的信

息技术，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态，认识多种新媒体平台的信

息传播规律，从而开展更加有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

三、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

1.正确引导学生的网络行为

大学生本身思维比较活跃，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力不足，

对网络信息缺乏有效判断，非常容易受到网络信息传播的影

响与误导，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针对这些情况，需正

确引导学生的网络行为，确保其能够正确筛选网络信息，减

少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首先，营造良好的网络氛围，强化

网络舆论引导，大力开展网络文明建设，针对大学生对网络

信息筛选判断能力不足的问题，可组织开展各种网络文化活

动，举办专项网络主题教育，引导大学生以批判性思维对待

各种网络信息，宣讲正确的网络价值观，也可借助网络平台

举办有奖知识竞答，比如党史知识问答、时事政治新闻解读

等活动，成转移大学生的网络注意力，减少不良网络信息对

大学生的侵害。其次，加强网络监管，以技术手段强化对网

络信息的监管与过滤，针对校园局域网的实际建设情况，配

合学校网络管理部门与网关，及时删除各种有害网络信息，

以 IP 地址管理的方法，严禁学生浏览不良网站，减少网络

侵害，降低由于网络负面信息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文问题出

现的概率[4]。

2.挖掘网络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新媒体时代下，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越来越

多，其心理健康问题类型也更多复杂，针对复杂多样的心理

健康问题，教育工作者往往缺少更好的办法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导致整体教育质量不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可借助网络

平台上的优秀心理教育资源，积极挖掘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知

识，并针对大学生的现实情况，总结出一套科学有效的心理

健康教育方法。比如，可借助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中

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教案、课件等资源，寻找先进的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方法，包括罗家永老师编著的心理拓展游戏 270

例，从而不断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水平。或者可以联合其他高

校心理教育部门与教育工作者，建立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相关的微信群、微博超话、微信公众号等，在其中交流自己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看法，探索更加有效的教育方法[5]。

以微信公众号为例，当前网络媒体上出现了较多由高校心理

教育工作者组织建设的心理学微信公众号，包括京师心理大

学堂、华师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李松蔚等，专注大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以咨询与发布文章的形式，呈现更为丰

富有效的心理教育观点，为大学心理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加多

元化的教育资源。

3.建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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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可利用智能手机、电脑等终端设

备浏览网络信息，这意味着大学生每天有着大量时间接触新

媒体平台，因此在新时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当中，应结

合大学生的日常行为特点，紧跟时代潮流，搭建专属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平台，以线上教育与心理咨询的方式提升心

理健康教育质量，扩大心理咨询范围。比如南昌大学的心理

健康教育信息化平台，其中包括心理咨询、心理评测、危机

干预、团辅素拓、心理协会、心理课程等众多模块，面向大

学生与教育工作者开放。大学生可通过面谈咨询模块进入预

约界面，进行相应的心理辅导，也可以采用心理测评的方式，

检测自身可能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与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

主要原因，从而选择合适的调节措施。教育工作者可在平台

上上传或下载心理教育视频，学习众多心理教育方法，提升

教育水平。因此，可借鉴其他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建

设与学校情况相匹配的平台，开设心理咨询、心理测评、心

理辅导等多个模块，并对每个模块进行细化，使平台功能更

加全面完善。学校需安排专职人员对平台进行日常管理与维

护，定期上传并更新一些与心理健康教育有关的文章与视频，

也可借助平台实现与线校园心理健康活动形成联系，引导学

生积极分享心理健康问题经验，参加各种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从而有效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质量。

4.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当前大学生思维变化较快，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形成的原

因也比较多，及时掌握大学生的心理变化，并从其心理健康

问题演变过程中寻找规律，对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效果

有着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借助新媒体环境下的大数据分析技

术，建设制定大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记录大学生心理活动与

心理健康状态，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变化，为后续心理健康教

育提供依据，有助于心理教育工作者充分了解大学生心理波

动并因材施教，同时也有助于大学生清楚认识自我并改善自

我[6]。一般情况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档案主要包括影响学生

心理发展的基本资料与反映学生心理状况和心理特点的资

料，具体包括学生基本情况，提供一些背景资料，以帮助教

师深入分析学生心理，正确诊断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能力状况及其教育建议，指学生的智力水平、智力特点如何，

能力倾向鉴定及创造力测量；人格特征分析，指学生的性格

类型及特征、气质类型及特征，个性心理特征；心理健康状

况，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鉴定，有无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

程度如何，怎样进行教育或矫治。在大学生资料收集方面，

可采用调查问卷与日常记录等方式，发放调查问卷引导学生

填写，并根据大学生的日常表现来补充档案内容，也可以通

过谈话与心理测验的方法了解学生的实际心理状态。在收集

学生资料之后，需对资料内容进行分析，按照每一测验所提

供的计分标准进行统计，并要将原始分转换成标准分，形成

结果解释，根据结果解释的实际内容，围绕如何发展能力、

培养创造力、优化人格、促进心理健康等方面提出培养建议

与辅导策略。

五、结束语

新媒体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产生了良好的机遇与一

定挑战，在实际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当中，应切实挖掘新

媒体的优势特征，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同时注意

新媒体的负面影响，正确把握大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心理

变化，采取正确的引导措施与教育策略，使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呈现出更加典型的时代特色，强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整体水平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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