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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野下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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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已成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一部分，与大学生的个人

成长密切相关。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应从学校和个人角度加强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这

对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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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是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的重要成果，与

广播、电话、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相比较而言，

具有迅速、快捷、即时等特点。个体只要拥有移动

客户端的设备（手机、平板电脑），能够正常连接到

信息网络系统，借助微博、微信、QQ 等，就可以成

为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

小情，一经新媒体的传播，就有可能成为热点问题，

供大家去谈论和评论。新媒体一出现就得到了社会

大众的广泛认可，迅速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

道。“90 后”大学生是在互联网时代中成长起来的，

他们对新媒体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是非常高的，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学生使用微信、QQ 等新媒体发

布或转发各类最新资讯。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学

习和生活的一部分，与大学生的个人成长密切相关。 
人格是个体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特有的综合模

式，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显著异于

他人的心理特质，具有个体差异性和独特性。人格

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产生直接的

影响。大量的研究证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

其人格特质有着密切联系[1] [2]。人格障碍容易引发个

体心理异常，人格发展缺陷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

主要因素[3] [4],因此培养积极健康的人格，对处在人

格形成期的大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新媒体时

代背景下，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人格塑造培养机制，

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充分接受和正视

新媒体对大学生健康人格带来的影响到冲击，高校

不能回避新媒体带来的挑战，而是要重视新媒体带

来的机遇，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教学条件，借助

新媒体的即时性、私密性、便捷性等优点，探索开

发出一套更能让大学生接受的教育模式，让大学生

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随时随地接受新媒体的教育

和培养，努力从学校层面和个人层面进行教育培养，

双管齐下、相互协作，共同提升大学生的心理素质。

一方面社会、学校、家庭为大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

育人环境，给予更多的宽容和包容，积极进行健康

人格的塑造与养成，积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另一

方面大学生要有意识地进行健康人格养成，积极进

行心理调适，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接受

现状，并且不断地提高心理抗压能力，全面提升自

己的心理健康水平。 

一、学校层面 

(一)组建高效的心理咨询室 

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每个高校应当建立

由专业人员组成心理咨询室，有心理学专业的高校，

应该把相关的心理咨询专家纳入心理咨询室的编

制，协调和指导青年教师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同时

将心理学专业学生引入心理咨询室开展相关辅助工

作；没有心理学专业的高校，则应该引进经受过专

业训练的高级人才，确保心理咨询室人员配备到位，

杜绝以思想政治教师顶岗现象，必须要走专业化的

道路，无论是何种类型的高校，一定要注重对专职

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多种方式提升心理咨询教师的

业务能力和咨询水平。心理咨询室要以团体辅导为

主要工作模式，构建起以发展性、适应性、障碍性

心理咨询为主要工作内容。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要在全体大学生中开设心理健康必修课，将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心理健康必修课向大学生传授如何应对挫折，

如何提升心理抗压能力，如何应对突发状况等方面

的知识，帮助大学生获得心理保健和心理修复的能

力，并且在心理卫生知识的帮助下，更好地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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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借助“520”“125”等特殊含义的日子开展心理健

康活动月和心理健康活动周活动，通过大学生参与

其中，在体验中学习，在体验中感悟，在体验中深

化，进而内化成学生的自觉行为。 

(三)提升人际交往能力 

大学生来自全国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有着不

同的生活习惯，出身于不同的家庭条件，因在同一

个学校求学而聚在一起，由于习俗、习惯、生活方

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很容易让大学生在相处时

产生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宿舍关系成为重灾区。有

的学生之前一直住在家里或者自己租房子居住，自

己一个居住非常自由和放松，但是在大学阶段，由

于学生宿舍紧张，往往要求 4 人一个宿舍甚至于更

多人住一个宿舍，原来的自由度一去不复返，由于

生活习惯不同，很容易产生摩擦，宿舍关系紧张成

为大学生人际关系的主要矛盾。这就要求大学心理

健康教育重视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指导和

疏缓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出现的不良情绪和不

适感，帮助他们以更好的人际交往技巧来应对新的

复杂的人际关系。同时发挥集体的力量和作用，让

更多的人介入和帮助受心理困惑或心理障碍影响的

学生，带领他们多参加集体活动，增强集体荣誉感

和向心力，在集体活动分享快乐，帮扶彼此，接纳

他人，共同营造良好的集体氛围，以积极健康向上

的活动，来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四)解决大学生的实际困难 

学校要根据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有困难的大

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活动。对于家庭困难的学

生，学校在入学时开辟绿色通道，帮助贫困大学生

申请助学贷款，根据贫困等级发放相应的困难补助，

充分挖掘潜力，想方设法为家庭困难的大学生提供

改善大学生活学习条件，鼓励企业家、社会爱心人

士为困难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困难帮扶计划。对于入

学新生，学校为新生班级配备学生班主任，让高年

级的学姐和学长担任学生班主任，以同龄人以及过

来人的角色，帮助和指导大学新生适应大学的学习

和生活。对于就业困难学生，学校向他们提供就业

信息，传授有效的求职面试技巧，帮助联系用人单

位，积极为学生搭建就业平台和就业网络。 

(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能够帮助在大

学生学习和生活过程获得心理慰籍。积极、健康、

向上、团结、奋进的校风让人心情愉悦，豪情万丈，

充满力量；而消极、低俗、松散的校风则让人心情

压抑、郁闷、寂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大

学生提供了展示能力、彰显自我、个性释放的机会

和条件，学术活动、娱乐活动、体育活动、竞赛活

动等形式有利于大学生展示自身能力，有利于锻炼

团体协作能力，有利于养成积极乐观的个性，有利

于增强自信心，有利于满足精神和心理的双重需求。

因此，学校应充分认识到校园文化活动的重要性，

让大学生沐浴在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之中，能

力得到了锻炼，个性得到了养成，情感得到了升华，

心理危机得到了化解。 

(六)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按照学生培养计划，每个学年都设置了暑期社

会实践，为了鼓励大学生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有的高校还专门设立了暑期社会实践基金，配备了

社会实践指导教师。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让

大学生走出书本，走下课程，走向社会，亲身感受

和了解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和标准，根据社会对大

学生的要求有针对性的进行能力培养和个性塑造，

端正自己的职业观和价值观，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

置，让自己在就业时能够真正快速地融入社会，成

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二、个体层面 

(一)增强自我调控能力 

大学生要增强自我调控能力，逐渐从中学阶段

由教师和家庭管理为主的模式中转变为由自我管

理、自主学习为主的模式中来，由他律转变为自律，

客观准确地进行比较，既要比较理想的我和现实的

我，也要比较自己和他人，既要肯定自己的优点，

也要认可自己的不足，增强自信心和自我存在感。

同时也要肯定他人的能力和优势，认可他人的努力

和成绩，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只有这

样才能让大学生更加健康地进行学习和生活。目前，

大学生存在的一些心理困惑，与情绪外化，不知道

如何应对和解决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大学生应

该学习如何应对挫折，怎样正视差距，如何进行心

理疏导和调适，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及时

消除心理危机带来的影响。 

(二)增强性心理素质 

大学生正值青春期性成熟阶段，又值青春年少，

精力充沛，对异性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性冲动。由

于受传统思想影响，大学生接受性教育的渠道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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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自我摸索，由于缺乏正常的引导教育，大

学生性知识较为缺乏，每年因不懂得如何避孕而怀

孕的女大学生不在少数，这对女大学生的身心带来

极大的伤害。所以大学生要全面了解性知识和性心

理，消除对性心理发育的恐惧、焦虑等，引导自己

与异性正常交往，同时提升自己的性道德观念，尤

其是女性要懂得保护自己，坚持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避免给自己带来伤害。 

(三)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大学生应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既要目标远大，也要立足于现实，对自

己要有客观准确的评估和评价，根据自身条件和外

部条件来适当地调整自己的需要和心理预期，不断

地扩大自己的交际领域和范围，主动参与各类文体

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和增强自身体质，培养良好

的个性品质。学会克制和调整自己的情绪，保持积

极健康的情绪体验。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增强

自我意识，正确认识自我，走出心理误区，辩证地

看待学习和生活中碰到的挫折和困难，增强自己的

抗挫折能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努力将自己打

造成为一名心理素质过硬，心理健康水平良好的新

时代大学生。 
要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塑造积极乐观

向上的健康人格，既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等方面

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提供科学的教育方法，更需

要大学生自行学习和实践，努力提升自己排解心理

困惑的能力和水平。要努力打造社会、学校、家庭

和个人的四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社会要给

大学生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不要对大学生施加更

多的压力，更多的是给予宽容，给予大学生更多的

成长空间和时间，给大学生塑造更多的正面形象。

学校则应该对大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努力将心理健康课开设好，并且积极举办各

类有益心理健康的文体活动，教会大学生如何面对

挫折和压力，提升大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家庭教育

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

己的榜样示范作用，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积极、乐观、

向上、宽容、勇敢、竞争、自强、自信的个性品质，

不要给孩子事来过多的世俗化思想和观念，不要将

自身的遗憾强加于孩子身上，把孩子打造成心目中

的“成功人士”。个人是心理健康教育整个环节的核心

和关键，只有当大学生主动接受心理健康知识的熏

陶和洗礼，注重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磨炼自

己的意志和精神，以客观真实的心态悦纳自己，尊

重他人，懂得克制和调适自己的不良情绪等全方位、

多角度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才能真正地提升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为应对今后复杂多变的社会环

境提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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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medium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e new media has become a part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and lif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a era, the university shoul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 and individual,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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