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耿依娜 .网络对青年 人 性 的 影 响 [J].中 国 青 年 政 治 学 院 学 报 ，2002
（2）.
[2]孙丽丽.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05.

［责任编辑 李爱莉］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李晨琪（1995— ），女，汉族，黑龙江鹤岗人，研究方向：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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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摘 要：在 如 今，互 联 网 已 经 成 为 社 会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分，在这样的信息全面 化 的 网 络 环 境 影 响 下，大 学 生 的 心

理健康状况必然会受其影响，关注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教育也成为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 教师主要从网络环境

下大学生心理健康出现的问题、成因及提高大学生网络健康

教育的途径来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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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成长和发展

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了解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对大学生的成长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一、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出现的问题

（一）目的性不单一

网络具有隐蔽性和虚拟性的特点。 大学生作为独立自主

的个体，对于网站和学习内容的选择应有明确的目的性，对于

网上的信息应有一定的辨别力。在这个繁杂的网络世界里，部

分大学生目的性不纯，上网不再是为了学习或者查找资料，反

倒是把娱乐、游戏作为自己上网的首要任务。对于网络给自己

带来什么认识不清晰，盲目性增强。
（二）价值取向偏移

由于在知识和阅历上还有所欠缺，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还趋于不成熟的状态。在网络世界里，大学生的价

值取向开始偏向功利化。 网络与传统媒体的根本差异之一在

于传播的内容具有公开性、不可控制性的特点[1]。 一些缺乏判

断力的大学生极易被一些扭曲的价值观所误导， 导致思想和

行为方式出现问题，如宣扬拜金主义、具有暴力倾向等。
（三）网瘾问题凸显

网络环境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空间，而宽松

的课余时间又给了他们探索网络世界的机会， 这就造成了当

今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游戏和社交这两方面。
而现在出现了许多交友软件， 使大学生痴迷于其在软件上的

虚假身份而无法自拔。
二、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

（一）自身的发展

从表面看， 网络环境是大学生网络心理问题成因的主要

因素，但任何一种心理问题的成因都有自身发展的部分原因。
易受网络环境影响的大学生往往都缺乏主见， 缺乏判断是非

的能力。每个大学生都享有自由使用网络的权利，但面对网络

中复杂的信息， 能不能把握住自己， 不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

响，全在于大学生本身。
（二）学校教育的缺失

学校教育在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扮演了

一个重要的角色。我国的教育模式以理论灌输为主，更注重学

生理论知识的培养，而缺乏个性的培养。在学校这种潜移默化

的影响下，学生很容易失去自我发展和自我控制的能力，面对

新奇的网络世界往往会感觉不适应。

（三）网络监督的漏洞

当前的网络环境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也有漏洞，
如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网络方面的相关法律不健全，而这些

漏洞对于自我控制力较弱的大学生来说成为他们产生心理健

康问题的主要诱因。 尽管相关部门和公安机关对一些不良信

息以及一些虚假信息进行了有效的处理， 但还是会有少部分

流传出去，这些信息往往会使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腐

蚀，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途径

（一）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理念

学校应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理念，并对其不断创新，在对

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应以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为出发

点，针对其特点进行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在日常生活中也要

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 使他们明确认识到网络

的双重性，养成一种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同时也要使他们了

解网络心理的常见问题及症状， 能够对自己产生一个清晰明

确的认识，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各种心理问题。
（二）建立网络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首先，要开设网络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我们的教学体系

中，心理健康教育一直是选修课，但在条件成熟时有必要将心

理健康教育作为必修课。 其次，可以通过学校的多媒体，如广

播、海报等形式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不定期地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讲座，使学生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再次，建立心

理咨询室，开展网上和网下的心理咨询活动。 最后，营造良好

的校园氛围。良好的校园氛围对学生的生活、心理都有着积极

的促进作用。
（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建设

在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上，教师的引导也是重中之重，这

就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而且要有

针对性地对不同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分析和解决。 了解网络

环境下学生易产生的心理问题的原因， 分析问题产生机制及

其预防办法，并把这些方法应用到生活与工作中。 同时，教师

也要熟悉并能熟练应用网络， 可以更有效地将网络心理和实

际中的心理咨询相结合，使心理咨询工作更具实效性。
四、结语

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 对人的心理素质的要求也

在不断提高， 高校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也显得尤为重

要。 我们对网络的态度应该如宋代文学家苏轼所说的那样：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不可留意于物。”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网

络环境下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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