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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ed	media	industry,	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edia,	integrated	media	has	fast	communication	speed	and	rich	content	forms,	which	facilitate	the	daily	
study	and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brings	many	negative	impacts,	such	as	some	students	experiencing	
academic	pressure,	time	management	difficulties,	and	social	barriers,	which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ed	media,	th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work	in	universities	is	also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iversities	need	to	cater	to	the	different	needs	of	student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media	platforms,	build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teams,	enhance	personalized	mental	health	platforms,	 innovate	mental	health	courses,	 and	provid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for al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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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背景下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的现实困境与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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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融媒体行业的飞速发展，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生了许多变化。与传统媒体相比，融媒体传播速度快，内容形式丰
富，便利了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如部分学生出现学业压力大、时间管理困难以及社
交障碍等问题，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在融媒体的背景下，高校的心理育人工作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高
校需结合学生的不同需求，借助融媒体平台，建设专业的心理育人队伍，增强个性化心理健康平台，创新心理健康课程，
全员全方位做好心理育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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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融媒体背景下高校心理育人的现实困境

1.1 高校心理育人现状
中国教育的深化和改革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2017 年 12 月，中国教育部党组颁布了《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纲要中提出了“十大”

育人体系，包括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

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

织育人。心理育人作为“十大”育人体系之一，在整个育人

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与其他育人体系相互配

合和协同工作，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1.2 高校心理育人工作中所面临的困境

1.2.1 资源和认知不足，教师专业能力有限
目前，虽然各高校都设立了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用于

对心理问题学生的帮助和指导，但咨询师数量仍不满足当前

需求。教师对于学生出现的潜在心理问题不够重视，对学

生危机前兆所出现的表现关注度不强，认为学生只要不出现

问题就可以，从而忽略了一些学生的“隐匿性”心理危机。

这种心理状态不易被发现，大部分学生都是积累了很久的压

力，只有一些刺激性的事件发生，这种状态才会以一种显性

的方式表达出来，有研究表明这种“隐匿性”心理危机引发

的自杀导致死亡的比例达到 62.5%[1]。

大部分高校由辅导员和班主任兼任心理健康教师，很

少有辅导员或班主任兼具心理学教育背景，缺少系统的培训

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也缺少专业的观察能力，发现学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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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情况出现滞后性，在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缺乏理论性的

支持。

1.2.2 学生需求多样化，保密和伦理注意问题
大学生心理问题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包括人际交往、

自我认知、情绪管理、挫折与压力、恋爱关系、家庭影响等 [2]，

有些学生还会同时有多种心理健康问题。错误的疏导方式会

导致学生怀疑教师的专业能力，认为教师无法提供建议解决

自己心中的疑惑，从而不再愿意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长

此以往，学生的心理问题情况无法得到解决，会对其学业和

生活造成更大影响。在与学生的交流过程中，一些教师对于

沟通的氛围和方式没有细致地考虑，对于心思比较敏感的学

生也会造成不良影响。很多学生难以完全放下戒心与老师进

行深度的沟通，一部分原因是虽然大部分教师做到了伦理注

意，但与学生的期望还有所差距 [3]。例如，一些教师在开导

学生的时候，一味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忽略学生的状态；还

有的用词以及语气不当，也会导致学生产生不被尊重感和排

斥的心理。

1.2.3 教学与科研冲突，跨学科融合不足
由于心理问题的复杂性，单一的学科难以满足大学生

的需求。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冲突，导致许多教师只专注于职

称的评定、论文的发表，忽略了基础的教学工作，也忽略了

在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价值观的引导，认为教学就是把自己

的知识输出，其他实际发生的情况都是辅导员的工作 [4]。许

多高校提倡多学科融合心理健康教育，却一直难以推进，很

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缺少专业性的帮助，有些教师想要在课程

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但不知道如何实施，缺少专业的培训

和指导。

2 融媒体对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的影响

2.1 融媒体对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的积极影响

2.1.1 丰富教育资源和教学方式
融媒体时代资源丰富，信息获取渠道广泛且便捷，大

量的文献和研究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查找和学习，与自己的日

常工作进行融合。同时，教师可以尝试不同的教学方式，如

在线课程、教学视频等，使学生能够高效获取信息和知识，

扩大学生的材料资源选择范围，激发学生对心理健康学习的

兴趣 [5]。

2.1.2 加速信息传播和沟通互动
融媒体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构建了良好的沟通通道。教

师可以在平台上交流心理育人的心得，分享工作经验，同时

能够利用融媒体的优势即时汇总和掌握学生的心理健康情

况，向学生发布心理健康的有关资讯。同时，教师可以在融

媒体的大量信息中发掘出社会关注的热点，如新上映的电影

或话题，提前了解学生心理走势，不断改进和学生的交流方

式，在和学生的沟通中增强说服力，让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

我，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

2.2 融媒体对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的消极影响

2.2.1 对传统心理育人方法的冲击
融媒体的快速发展为高校心理育人工作带来机遇的同

时也带来了挑战。学生更多地倾向于在网络上进行负面情绪

的发泄和寻求帮助，传统的心理育人方法如面对面咨询、线

下心理健康活动等鲜有学生主动报名参加，其原因一是学校

开设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没有线上的活动选择性更多，大多

是针对某一问题的专家讲座，互动性的活动较少，缺少新颖

度，很难吸引学生；二是线下的咨询和活动需要花费学生较

多的时间，有时会和学生的课程有冲突，因此更多的学生会

选择在网络上搜寻相关问题的答案，或在平台发表自己的言

论，即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三是线下面对面的咨询容易给

学生造成沟通上的负担，许多学生不想把自己的个人信息透

露给别人，也担心自己的想法会被家人知道，从而造成更大

的困惑，因此对于线下的心理咨询还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

2.2.2 网络信息的甄别和引导
在融媒体背景下，信息过载、虚假信息传播，容易造

成学生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不信任。网络中充斥着大量的

负面信息，大学生的鉴别能力还不强，对于一些负面的信息

没有正确理解的能力，容易对学生进行错误的引导，加重学

生的心理问题。加之现在短视频充斥着每一个角落，碎片化

的信息占据了学生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在刷视频的过程中不

知不觉就会耗费掉大量的时间。短视频的内容较为零散，知

识科普类的视频也是仅以短短几句话去概括，巨大的短视频

发布造成后台审核量大，无法时刻避免不当言论，使得学生

的价值观朝着更加多元和分散的方向发展，造成学生心理上

的混乱，也加大了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的难度。

3 融媒体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

3.1 睡眠健康和时间管理问题
融媒体的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的信息，短视频、网络游

戏随处可见，成为大学生课余时间的主要娱乐方式。许多学

生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打游戏、刷视频，严重影响到自己及

同寝室同学的睡眠健康，造成身体素质和学习成绩的滑坡。

大学期间课程灵活性高，更多的是需要学生有自主学习的能

力，学会管理并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及休息时间，融媒体丰

富的表现形式对大学生群体有强烈的吸引力，大大影响了学

生的日常时间管理。

3.2 网络欺凌和社交压力问题
大部分大学生群体从小就在融媒体的环境中长大，他

们能够更加灵活地使用社交软件，习惯性地在网络平台发表

自己的言论及看法。其中，不免会有一些负面消极的言论出

现，欺凌者利用网络的便捷性，使消息能够在短时间散布，

学生很容易会被这些言论所影响和伤害。同时，长期过度依

赖线上的沟通，导致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减少，不知

道如何处理身边切实发生的问题，容易在生活习惯和日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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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出现矛盾和分歧，使学生更加恐惧和疲于应对烦琐的人

际关系。

3.3 焦虑情绪和价值观问题
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一直是高校尤为关注的问

题，大量网络信息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

影响。在网络上，大家都乐于展示自己美好的生活，其中炫

富、同龄人竞争以及不同的消费习惯容易成为大学生焦虑情

绪的源头 [6]。同时，网络平台使人们的表达欲望得到极大的

释放，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宣扬自己的价值观，一些传统价值

观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在漫

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爱国、诚信、重义、近亲”等传统美德，

是处理人与人和社会之间的标准。但融媒体环境中，许多人

发表的不实言论和不健康思想，容易对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产

生误导。

4 融媒体背景下高校心理育人工作创新

4.1 开展线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创作
融媒体在高校心理育人工作中有广泛的应用，高校的

目标群体是大学生，首先需要明确心理健康的课程，分析本

校学生的特点，甚至可以依据不同的学院特点来设立相对应

的课程。其次，在开设线上的心理健康课程时可以对受众的

需求做一个简要的问卷调查，如学生是更加倾向于了解学业

压力的缓解还是情绪管理的技巧，抑或是人际关系的处理

等，针对需求量较多的群体开设相应的课程。同时，对于教

学方法上的创新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许多学生对一门

课程不感兴趣，大部分是因为讲课内容较为理论性，讲课的

形式也过于枯燥，课堂中缺少互动环节，没有能够引起学

生共鸣的论点。在这一方面，高校可针对学生喜欢的内容，

在课程中增设有趣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素材，比如利用漫画、

身边的故事或者微电影等形式，吸引学生专注地学习课程内

容，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吸收相应的心理健康知

识。最后，在课程中可以多增加学生的设计互动环节，可针

对某一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利用融媒体的便利可以让

学生匿名回答问题，自由说出自己的观点。

4.2 增设线上心理健康小程序和个性化服务
每个学生的心理问题都不同，想要了解和解决问题的

方向也不一样，很多学生有想要咨询的问题却不知道哪个渠

道更加的方便和专业，同时融媒体的发展使得很多不专业的

机构混入其中，学生很多时候无法准确地分辨。高校可以思

考如何设计出一个属于自己院校的较为专业的心理健康小

程序，能够提供基础的咨询和知识普及服务。根据每位用户

的特点和需求，在前期寻找专业的团队支持，设计一套科学

的心理测试，初步分析出用户的个人特征以及想要去解决

的问题，再通过这样的结果给出一份针对性的建议和资源。

在学生想要咨询的时候，能够保证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

专家为学生提供在线的服务。需要注意的是，所有服务的前

提，需要确保用户的身份认证和数据安全，保证用户的隐私

安全。

4.3 多学科联动配合和创新专业化课程设计
高校的课程丰富且多样，学生在必修课之余还可以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选修课程，但是许多课程都比较单一。高校

在设计专业化课程的时候，可以考虑将不同专业和学科的知

识融入进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比如可以利用商科的现象来

分析消费者心理。也可以将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融入各个学

科，如一些影视的专业课程将心理健康作为一个主题，让学

生自由地去发掘身边的现象，用他们的视角去进行拍摄和解

释，从而让学生能够有更丰富的切身体会，能够对于心理健

康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在授课的过程中，可以运用身边

的真实案例，引导和培养学生发现和解决类似问题的能力。

这样的专业化课程需要邀请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员

共同参与课程的研发和设计，如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管

理学等。多学科联动配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工作，需要各学

科的老师共同研讨确定。

总的来说，融媒体背景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

项重要且长远的工作，在提升专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应考虑

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利用融媒体技术，为心理育人的工作提

供更加高效和便捷的服务，推动全体教职工及学生能够积极

参与其中，形成良好的校园心理健康氛围。同时，需要不断

加强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研究工作，针对个体的发展

及新环境，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培养学生在掌握心理健康教

育的同时，能够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影响和传递正确的

价值观，让心理健康能做真正做到“育人”的目的，让师生

可以共同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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