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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构建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预警机制 
◆裴昊铭 

（长沙学院法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网络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双面影响作用。高校具有

保护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责任，因此，高校应通过网络环境，建立大学生

心理健康预警机制。本文以网络环境为背景，将文章分为三部分展开分

析。第一部分，简单分析网络环境形成的积极影响。第二部分，简单分

析网络环境形成的消极影响。第三部分，深入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预警机制。望文中内容，可为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者，提供些许参考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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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用户结构中，当代大学生为核心用户。在互联网空间

内传播信息，具有无限制特征。一方面，无限制特征能够为互联
网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传输功能。另一方面，无限制特征
作用下，互联网内信息传播环境，将充斥各类信息，其中必然包
含负面信息。因此，当代网络环境所含信息，正在对大学生心理
健康造成一定影响。 

一、当代网络环境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形成的积极影响 
（一）网络环境为心理教育提供新平台 
传统模式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将在实体课堂空间内开

展。部分学生存在心理压力，或隐性心理问题时，学生会产生自
卑情绪。自卑情绪作用下，部分学生无法以面对面形式，与教师
进行交流。因此，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往往无法在实体环境中，
充分开展。但在网络环境中，信息传输支持匿名化。当高校开通
网络教育空间时，存在自卑心理的学生，可通过网络与心理教育
人员沟通。因此，网络环境可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形成的首要积
极影响为，可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新平台。 

（二）网络环境为学生提供情绪输出空间 
部分心理疾病的产生原因为，大学生情绪淤积。当大学生负

面情绪长期无法输出，负面情绪的影响作用将不断发酵，直至干
预大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网络环境中，大学生可选择与家人
进行交流，也可选择与陌生人进行交流，只要大学生存在倾诉欲
望，就可以在网络环境中，满足个人倾诉需求。因此，网络环境
也可为学生提供情绪输出空间。 

二、当代网络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的消极影响 
（一）大学生价值观受到负面影响 
网络环境中包含各类信息，其中必然包含价值观信息。大学

生在浏览网络信息时，时常接触到外国文化，这些文化中，包含
单纯的文化输出信息，也包含恶意文化侵略信息。当代大学生正
不断吸收多方知识，易受外来文化影响。一旦大学生长期接触文
化侵略信息，大学生的家国文化坚定性，将受到负面影响。 

（二）大学生社交心理产生变化 
大学生熟悉的众多网络功能中，社交网络的应用概率较高。

社交网络以虚拟性、距离感作为标签，一旦大学生沉迷于社交网
络，必然会忽略现实社交需求。当前，部分管理者在反应学生寝
室问题时指出，当代大学寝室内，将近 30%的冲突问题，来源于
寝室成员沟通冲突。网络社交背景下，部分大学生逐渐遗忘正确
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同事同学沟通模式，继而导致寝室冲突事
件数量激增。 

（三）大学生学习积极性受到影响 
网络环境内，也包含大量的游戏软件。一旦大学生沉迷于网

络游戏之中，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将受到强烈冲击。国内高校
环境中，绝大多数高校，每年都会产生因沉迷游戏，导致无法顺
利毕业的学生。这种过度沉溺的心态，明显已成为严重的心理疾
病。因此，网络环境，的确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消极
影响。 

三、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预警机制 
（一）专业心理教育团队，定期监控 
校方可成立专业的互联网心理教育团队，团队工作方向为互

联网环境。团队内教育成员，可在各个大学生熟悉的网络环境中，
注册账号并关注学生。通过监控学生动态的方式，分析学生是否
存在隐性心理问题。同时，教师也应监控学生发言，一旦发现部
分学生发布不正当价值观信息，应立刻联系学生删除信息，并进
行针对性的批评教育。务必将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健康，均拉回正
轨。 

（二）开展心理教育课程，端正态度 
校方可优化校内心理健康课程，具体可在保留当前心理理论

课程外，加入选修形式的心理活动课程。心理活动课程具有一定
的趣味性和活跃性，可吸引大学生加入其中。心理教师应先调查
班级内学生的心理问题，再开设交流类心理活动，点对点进行隐
性教育。同时，心理健康教师，要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传播正确
的心理价值观信息，以及简单的负面心理调节方式，帮助学生端
正态度，提升心理承受能力。 

（三）优化团队教育能力，做好预防 
校方应优化心理教育团队教育能力，具体可组织教师，参加

专门的教师培训活动，学习专业的心理教育、心理引导、心理干
预技术。完善团队能力后，教育团队可定期编制心理健康调查问
卷，或隐性调查问卷，定期发放给学生，采集学生心理健康状态
信息。采集完成后，教师团队可对信息进行分析和调查，一旦发
现部分学生存在心理问题，应及时对谈，在对谈中深究和解决问
题。 

四、结语 
综上，文章以网络环境为基础，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

以及心理健康预警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专业心理教育团队，定期监控；开展心理教育课程，端正态度；
优化团队教育能力，做好预防，以上三种途径，组合后可构建高
校心理健康预警机制。希望文中所述内容，能够为高校心理教师，
提供一些教育开展方面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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