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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接触网络环境较多的群体，但是网络环境

下各种信息混杂，一些极度消极、悲观以及暴力死亡在网

络环境中存在，对于大学生的心理状态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为趋势。1 对于高校

大学生的心理教育在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

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有相关规定。而且

有研究显示，我国高校大学生约20%存在各种心理问题，

校园暴力事件、大学生自杀事件也不断出现。传统高校心

理教育方法单一，教师将一些心理学知识进行讲解，整体

教学效果不理想 [1]。因此需要对方法进行改进，在互联网

的背景下制定为之相适应的教育方法，对大学生的心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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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进行更加有效的干预，以提升心理教育的有效性。

一、心理教育概述

心理教育的研究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初，美国学者比

尔斯提出了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后由其他心理学家对

内容不断扩充，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其定义为：通过

相应的教学手段使身体、智力、情感上得到平衡，以达

到个人心境的最佳状态。从定义可以看出，心理教育是

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连续性的教育过程使人体保持性

格完美、智力正常、认知正确、情感适当、意识合理、

态度积极、适应良好的状态。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

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对于大学生观念、能力的

指导，有利于建立更加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二、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进步，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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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学习、娱乐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这样的变化对于

大学生的心理会产生积极、消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网络的出现使各种信息不再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信息的传播速度显著提升，大学生通过网络可以开阔视

野，扩大自身的认知，得到更多的政治、经济、娱乐等

各个方面的信息，并且参与各种话题的讨论，发表对于

问题的看法，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同时网络具有虚拟的

特征，在网络中不需要真实身份，自卑的学生可以找回

自信，网络世界中无贫富贵贱之分，各个用户均处于平

等的地位，可自由发表自身的见解，更加无拘无束；网

络之间的交流不再需要面对面交谈，相互之间的交流效

率提升，因此可有效拓宽社交圈。

（二）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网络对于当代大学生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会出现

一些问题，作为一种短时间内可获取大量信息的平台，

真实性受到较大的影响，一些信息真实性未得到核实，

对大学生造成误导，出现认知方面的偏差，导致一些暴

力事件的出现。因网络存在虚拟化的特征，每个人在网

络中的身份并非真实，导致道德规范被弱化，加上现阶

段对于网络环境约束的各种法规健全度不足，出现一些

越轨行为、犯罪事件的出现。随着一些社交软件的出现，

大学生过度依赖于虚拟社交，出现网络依赖和网络孤独，

导致现实社会情感淡漠和麻木 [2]。

三、网络环境大学生心理教育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环境属于一把双刃剑，为心理教育的开展提供

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

（一）实现了多层面教育

网络具有隐匿性的特征，通过网络进行心理教育可

缓解面对面交流的尴尬与紧张，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询问

隐私和羞于表达的问题，向老师倾诉真实的内心，并且

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心理辅导，更加及时的解决心理问

题。同时教育模式的改变，可以从多层面为学生提供心

理疏导，将现实和虚拟环境进行结合，为多位学生提供

咨询服务是，更好的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二）实现教育资源的整合

在互联网未普及之前，心理教育课程的设计主要依

靠理论知识和教师经验的积累，而且学生接受教育主要

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无法满足学生的心理辅导需求。

随着网络环境的发展与进步，教师可以及时获取心理教

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课程进行革新，同时可以将

文字、图片和视频进行结合，对于课程的生动性和趣味

性进行提升，以保证较好的教学质量 [3]。

（三）实现了虚拟教学

以往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局限于教室、心理活动室等

一些既定的空间内，空间上和时间上均受到较大的限制，

而网络环境下心理教育则不受上述因素的限制，教师可

以将课程录制成视频放在学校网络平台上，而学生可通

过电脑、手机等观看视频，并且在线向教师提问，在线

接受心理测试、辅导，提升知识传播的效率，提升教学

适应性 [14]。

四、网络环境的大学生心理教育方法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的心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心

理教育方法也呈现出虚拟化特征，因此应该结合网络环

境的特征，制定相适宜的教育方法，提升教育质量，具

体措施如下：

（一）对教育理念进行革新

在进行心理教育时需要充分了解当代大学生在互

联网下的心理特点，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询问学生

的意见，为学生开展生动、多样化的健康教育活动，更

好的完成学习的任务，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提升教学质

量 [5]。大学生随着时间的增长，心理状态不断发生变化，

每一届大学生在校期间面临的心理问题不同，因此课程

的设计要遵循发展的原则，紧跟时代发展与时俱进，不

断完善，以提升教学质量。大学生的心理教育存在个体

化的差异，在设计课程时需遵循灵活性原则，结合学生

的个体差异设计课程，提升教学的时效性 [6]。

（二）对教学方法进行革新

在设计教育方法时需要对传统方法进行改进，在充

分了解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后，制定适宜其心理发

展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课程，将传统教育与互联

网教育进行结合，在进行课堂心理教育的同时，建立特

色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站，大学生可以利用网站搜索感兴

趣的知识，在网站中建立心理测试和心理健康模块，让

学生获得更多的心理健康知识 [7]。同时为学生提供网络

心理咨询，引导学生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为学生提供

正确的心理指导，对于不正确的思想和理念进行引导，

以提升心理教育质量。同时网站可设置相应的小游戏、

动画和微电影，对学生的心理状态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纠正感情淡漠的问题，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 [8]。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在网络环境下需要建立专业化、高效化的教师队伍，

引进实力更好的教师参与到心理教育教学过程中，充分

发挥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功能，提升教学的

质量。对教师进行科学的培训，提升教师的理论基础和

专业技能，科学分析网络教育对于大学生思想、情感和

生活带来的影响 [9]，熟练的将网络技术应用到教学中，

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作用。教师在工作中将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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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大学生心理健康个性化特征结合，通过网络调查

的方式了解大学生的心理状态，设计课程，更好的适应

当前心理教育的需求，提升教育质量 [10-11]。

（四）加强对学生的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是心理教育的切入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

大部分因自身的各种问题产生，只有通过自我协调以及

专业的心理健康指导，才能保证学生的心理健康，因此

对于学生的自我教育辅导非常关键。自我教育通过认识

自己，要求自己，调控自己和评价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发挥导向作用，将集体指导、个体指

导、交流指导和咨询指导相结合，指导的过程中主动与

学生沟通，但是不再强制性布置作业 [12]，结合学生的个

体化心理状态开展思想指导工作。向学生讲授自我劝告

的方法，使学生经常反思自身的行为，自我提醒、自我

反省，评估优缺点，发扬成绩，促使自己健康成长。自

我教育可实现自我提升、自身完善、自我超越以及自我

实现，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教育过程，对于大学生抵御

心理疾病具有理想的效果，可加强心理免疫力，实现心

理健康 [13-14]。

（五）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

网络心理档案的建立可为心理教育提供更好的指导，

也是开展网络心理教育的依据，因此在大学生入校后对

其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将心理状态进行详细记录，并且

间隔一段时间重新评估，客观真实记录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态。档案中的内容不可随意更改 [15]，在档案中不仅需

要记录学生的基本信息，还需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家庭背

景和既往病史，对于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持续性的

追踪，定期给予科学的心理疏导，同时对于一些潜在的

问题也进行纠正。心理档案的建立可以动态化监控学生

的心理变化轨迹，利用心理咨询中心和学生之间的联系，

将信息沟通进行反馈，发现学生的问题做好疏导工作，

对于心理疾病的预防起到积极作用 [16]。

（六）构建心理互助体系

通过网络建立互助体，以互联网为平台，教师在其

中起到指导的作用，学生作为主体加入到自助和互助机

制中，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心理测试和心理主导，学生可

进行在线交流、在线听课，为存在同样心理问题的学生

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同时学生可以在帮助他人的同时，

提升自身的成就感，提升自我教育质量，实现认知和心

理功能的调节 [17]。

五、结束语

网络环境是指由于网络的渗透、扩张而引起的国家

信息政策、信息管理体制、信息系统组织、用户信息行

为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大学生心理教育在整个校

园教育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但是网络环境下原有的

心理教育队伍与环境之间适应性不足，为了保证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进，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对教师进行规范化培训，提升教师人

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同时将网络环境和心理健康

教育结合，提升整个心理教育的质量，通过网络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详细的了解，开展教育与自我教育，

提升整体的心理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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