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10)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引言：1

在高职教育阶段，学校和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科

学文化素养，训练学生的职业技能，督促学生从事体育

锻炼，引导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还要维护学生的心理

健康，以保证学生拥有正常的智力和认知、适当的情感、

合理的意志以及积极的态度。为此，在新媒体环境下，

考虑到网络信息中充斥着大量不稳定的负面因素，可能

会对学生的心智造成恶劣影响，再加上虚拟环境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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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精神的侵蚀，学生的心理健康极易受到危害，高职

院校就必须分析新媒体环境的特征，加强并优化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从而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

一、必要性

1. 新媒体容易使学生陷入自我封闭

在新媒体环境下，学生在网络上就可以满足自己的

社交需求，而且相比于实际交往，多数学生都更青睐于

在网上与他人交流，觉得那样更有安全感，更能敞开心

扉。不少高职学生在阅览抖音、微博、豆瓣、知乎和贴

吧等各大新媒体平台的过程中，就已经充分满足自己的

交流欲望了，网友的评论也经常十分风趣，更加能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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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而在现实生活中，当学生与他人面对面地交流时，

很容易感到不自在和无趣，彼此缺乏信任感。如果任由

此类问题发展，学生就会逐渐脱离现实，产生自闭心理

和社交恐惧症，甚至是反社会人格，新媒体平台将成为

他们的避难所，同时也将成为他们的枷锁。久而久之，

学生就不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人，那不仅会对学生的心

理健康造成沉重打击，也会给社会带来恶劣影响。

2. 新媒体容易给学生制造无效焦虑

高职学生普遍具有较大的就业压力以及相应的焦虑

感，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学生的心理健康。如果未得

到及时的疏导，还可能会对学生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后果不容小觑。在新媒体环境下，学生可以通过各大媒

体平台来获取自己想要了解的就业信息，然而，总是有

人在刻意或无意地贩卖焦虑。不论在新媒体平台上搜索

哪一门专业的就业前景，都会充斥着“就业压力大”、

“没前途”、“薪资低”等消极言论，这就给学生造成一

种错觉，认为自己所选的专业没有出路，仿佛人生一片

黑暗，继而就给学生带来了强烈的焦虑感、失落感和无

力感，并且会使学生否定自我，逐渐失去信心，继而加

剧学生的自卑心理。可见，这种人云亦云的新媒体环境

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可忽视的损害。

3. 新媒体容易使学生落入拜金陷阱

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刺激群

体消费，或者完成商业合作项目，在新媒体平台上有很

多博主都会渗透拜金思想，而学生则深受其害。尤为明

显的三点如下。其一，除了传统节日，在情人节、儿童

节、圣诞节还有女神节等节日中，新媒体平台上会出现

铺天盖地的引导大众消费的言论，不是引导情侣之间送

礼，就是鼓动大众去商场等地消费，并美其名曰“生活

要有仪式感”。然而，这样会导致大量学生盲目消费，从

而加重学生的经济负担，并显著增强学生的虚荣心；其

二，在新媒体平台上有不少博主都会发文表达“金钱等

于幸福”的生活观念，把追逐金钱视作人生理想，并冠

之以奋斗的美名；其三，新媒体平台上的娱乐明星在无

意之中的露富行为会使很多学生产生羡慕之情，粉丝对

娱乐明星的盲目追捧行为也会严重扭曲学生的价值观。

以上问题都会加重学生的拜金心理，继而会导致学生丢

失正当的人生理想，时刻揣着功利心去生活，逐渐迷失

自我。

4. 新媒体容易歪曲学生的思政观念

在新媒体平台中，不时会出现损害国家形象的言论，

具体表现形式一般为反讽、暗讽、影射或直白。不论这

类言论以哪种形式出现，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学生的

思想政治观念，甚至会动摇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感，

其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容小觑的。在社会公共事件的评论

里，尤其会出现此类言论。不论公共部门或组织针对某

一社会事件采取了多么恰当的措施或作出了多么客观的

评论，总有人会利用诡辩的方式去恶意挑刺，斥责其行

为或言论的不当。高职学生由于缺乏成熟的思想政治观

念，很容易就会被此类评论误导，认为某部门的确存在

失职的问题，并对其大失所望。更有甚者，会利用网络

舆论去恶意煽动阶级对立、民族对立和性别对立等等，

从而会使学生的思政观念陷入误区，并很可能会致使学

生的心理变得越来越阴暗，逐渐形成反社会人格、无政

府主义思想或仇恨心理等等，继而严重损害学生的心理

健康。基于以上内容可以推知，在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对

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十分必要，高职院校需予以高度

重视。

二、新媒体环境下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路

径探析

1. 拓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渠道

为了在新媒体环境下维护好学生的心理健康，高职

教师必须要拓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渠道，要适应新媒体环

境下信息传播的特点。也就是说，教师要利用好多媒体

平台能够高效传播信息的优势，去向学生渗透积极的心

理因素和健康的思想观念，通过新媒体平台去渗透心理

健康教育。这不仅可以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效率，还可

以迎合学生在接受信息的方式上的偏好。基于此，教师

要充分了解学生对各大新媒体平台的使用情况，然后在

学生使用最为频繁的媒体平台上创建官方账号，并要求

学生关注，以便于定期向学生推送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

图文或视频，具体的形式依媒体平台的特征而定。比方

说，在抖音上，教师应制作内容短小精悍的碎片化视频，

而在微博上，则应在文字的基础上搭配图像，从而发挥

出良好的教育功效，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2. 创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平台

除了在各大主流新媒体平台上推进心理健康教育，

高职院校还应当为学生创建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平

台。首先，该网络平台的内容要足够丰富，要涵盖心理

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社会新闻、互动交流等多个版块，

从而使学生在使用平台的过程中可以满足自己的心理诉

求、阅览新闻的需要以及交流的欲望等等。其次，该网

络平台的内容要为学生量身定做，尤其是社会新闻版块。

在筛选新闻信息时，要尽量选择正能量的社会事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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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鼓舞学生的精神，使学生的思想更加积极，心境更加

明亮。最后，高职院校应当通过网络平台来给学生传述

各类心理的概念、成因、影响、表现特征以及克制负面

心理和通往正面心理的路径等专业知识，使学生对心理

健康的认识更加科学、全面和深刻，继而发挥出良好的

心理健康教育功效，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3. 锻炼学生甄别信息的能力

如果学生能够合理地甄别信息，那么其在阅览新媒

体平台的过程中就不会受到不良信息的过多干扰，从而

也就不会产生相应的心理问题，其心理健康就能在很大

程度上得到保障。为此，高职院校应当注重锻炼学生甄

别信息的能力。首先，院校需要锻炼学生的理性思考能

力，教导学生克制盲从心理和非理性情绪，尤其是在接

触他人的观点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的意识，不能亦

步亦趋。其次，院校要引导学生采取多方比对的方式去

求证信息的真实性，从而使学生在接触到某一信息之后

能够优先保持冷静，通过其他渠道来检索相关信息，在

几经对比之后去综合分析该信息的合理性，继而帮助学

生避免不良信息的侵害。最后，院校要训练学生明确网

络信息来源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分辨出一个信息是来源

于官方、个人还是营销号等其他群体，继而帮助学生辨

别出噱头、营销策略或谣言等不良信息，避免此类信息

所带来的危害，进而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

4.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

在新媒体环境下，学生的自我封闭心理明显增重，

这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会造成明显的危害，而缓解这一问

题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开展线下活动，并且要使活

动具备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在线下活动中，学生将与

人面对面地互动交流，将会把自己的想法转变成实际，

这将使学生的心情更加明朗开阔，有助于敞开学生的心

扉，使学生能够卸下心理戒备，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示

出来，诚挚地与人交往，并从对方的即时反馈中获得温

暖、信任和情感，这将显著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为此，高职院校应当时常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

把学生从虚拟的新媒体环境中带到实际的现实生活中去，

比如举办以心理健康为主题的诗词大赛、辩论赛，帮助

流浪动物寻找家园，给空巢老人送温暖等活动，从而有

效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5. 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新媒体

在新媒体环境下，为了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高职

院校还应当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新媒体。教师要让学生意

识到，新媒体虽然具备信息丰富、内容多样、交流便捷

和易于操作等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

尤其是网络的虚拟性，会在不知不觉中吞噬人的现实精

神，离现实中的人将越来越远，继而使学生明确新媒体的

危害性，形成一定的防范意识，从而使学生不会过于沉溺

在新媒体环境中，进而达到维护学生心理健康的效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在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对学生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可以防范学生陷入自我封闭，帮助学生消

除无效焦虑，避免学生落入拜金陷阱，引导学生客观看

待社会。这对于学生的健康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因此，高职教师应当拓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渠道，创

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平台，锻炼学生甄别信息的能力，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新媒体，

从而帮助学生抵御新媒体环境中不良因素的侵害，维护

学生的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1] 邓兆巍，陶爱荣，龚娜，等 . 信息化新媒体背景

下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创新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2（18）：58-60.

[2] 杨军，李清华 . 高职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现状与对

策研究 [J]. 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22，31（02）：81-87.

[3] 张娟 . 高职大学生心理危机防范和快速反应机制

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21（08）：235-236.

[4] 黄雅杰.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焦虑情况及干预措施研

究[J].黑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22（12）：137-139.

[5] 计敏敏.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案例分析与

启示——基于一例学生失恋问题的心理咨询案例[J].中国

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中旬刊），2022（04）：237-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