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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对高校教育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

育方面，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探讨新媒体时代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

的融合策略创新路径，提出构建以“培引”为基，以“团队建设”为核，以“科创”为媒，以“新媒体”

为刃的新型协同育人模式，为高校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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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has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education 
ecolog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on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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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hich has brought both new opportunities an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path of mental health ed-
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and proposes to build a 
programme based on “cultivation and introduction”, “team building”, “science and innovation” and 
“new media”. It is proposed to build a new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based on “cultivation and 
introduction”, “team building” as the core, “science and innovation” as the medium, and “new media” 
as the edge,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i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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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嬗变与信息时代的认知重构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形成双重冲

击[1]。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育人实践中呈现出功能互补性与目标趋同性，却长期存在“双

轨并行”的实践困境。近年来，高校心理危机事件频发，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2022 年国民

心理健康调查报告》中指出，青年为抑郁的高风险群体，18~24 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高达 24.1%，

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急需关注和支持[2]。同时，网络空间中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的

蔓延，导致学生价值观困惑加剧。这一双重矛盾暴露出传统“双轨并行”教育模式在应对复杂社会情境

时的局限性(如在大多数高校的心理健康课程中，主要内容都是心理学理论知识，这些知识大多来自西方

国家，在教学过程中一般直接引用，任课教师将此内容“本土化”的能力还比较欠缺，对学生价值观引

导不够)。此类数据表明，亟需打破学科壁垒，构建心理与思政融合的协同育人体系。 
融合教育是一种致力于让所有学生都能在普通教育环境中接受教育的教育理念，其目标是为每个学

生提供公平学习机会和优质教育资源[3]。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与后疫情时代的心理重构，更凸显出跨学

科协同育人的紧迫性。如何突破学科壁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思政融合育人体系，已成为高等教

育改革的重要命题。本文探讨心理健康教育的情绪疏导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的内在契合

点，试图构建以“培引”为基，以“团队建设”为核，以“科创”为媒，以“新媒体”为刃的新型协同育

人模式，为培养具有健全人格与坚定信念的时代新人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2. 融合动因分析：需求驱动与现实阻力 

(一) 需求驱动：融合教育的必然性 
1) 个体层面：心理与思想协同发展的学生需求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培养思想积极、价值正确、

人格健全的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4]。大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学业、就业

等多重压力。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应对心理问题，培养积极的心理品质；思政教育则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者融合，可助其形成“心理韧性 + 价值信念”的双重支撑。在关

于“融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课程中，课程对象均为 00 后大学生，这些网络原住民对网络信息的接

受能力很强，大部分的碎片化时间都被网络覆盖，因此课程思政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这符合 00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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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网络化特质，可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程学习参与度，提升培养效果[5]。 
2) 教育层面：新媒体技术赋能教育效果提升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形式多样。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政教育方式在一定

程度上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若将两者融合，借助新媒体平台，可以整合教育资源，创新教育形式。

国内多所高校已开展“心理微课 + 思政直播”模式的探索，例如，华中师范大学利用“恽代英青年领袖

培养计划”将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开发“红色心理微课”(如“革命先辈的挫折应对智慧”)并
通过 B 站直播开展互动式思政课堂，不仅增强了教育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也大大提高了教育效果。 

3) 社会层面：抵御多元信息冲击，培养时代新人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多元化、价值观多样化给高校教育带来了挑战。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

能够形成教育合力，共同抵御不良信息和错误价值观对学生的影响，培养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和价值判

断能力，使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中健康成长。如通过案例辨析西方“普世价值”陷阱，利用新媒体平台(如
短视频、互动游戏)展示多元文化案例(如“中国抗疫中的集体精神”“非洲社区互助传统”)，培养学生文

化自信，理解“普世价值”实为“特殊价值的普遍化”。 
(二) 现实阻力：当前融合实践的瓶颈 
1) 理念偏差：教师对融合教育认知不足 
部分高校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仍然将两者视为独立的教育体系，

在教学过程中各自为政。在思政教育中，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的心理需求；在心理健康

教育中，侧重于心理问题的解决，缺乏思想层面的引导。 
2) 内容割裂：课程设计缺乏跨学科整合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内容存在一定的交叉性，但目前在实际教学中，两者内容未能有效整合。

例如，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涉及的理想信念、挫折应对等内容，与思政教育中的相关内容没有进行

有机融合，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能形成系统的认知。 
3) 师资短板：教师跨学科能力薄弱  
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教师队伍专业背景不同，在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上存在差异。部分

教师缺乏跨学科的知识和能力，难以在教学中实现两者的有效融合[6]。同时，高校对教师的培训和培养

机制不够完善，未能为教师提供足够的学习和交流机会，提升教师的融合教学能力。 
4) 技术局限：新媒体工具运用低效 
虽然新媒体在高校教育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部分教师在运用新媒体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政教育

时，存在技术应用不熟练、平台选择不合理等问题。一些教师只是简单地将传统教学内容搬到新媒体平

台上，缺乏对新媒体特性的深入挖掘和利用，无法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 

3. 融合策略创新路径 

(一) 以“培引”为基，纠正理念偏差 
高校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引导，使其充分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重要性，树立融

合教育理念，消除教师对融合教育的认知割裂，培养跨学科思维。具体来说，以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

动态和心理品质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青年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在引导学

生形成健全人格的过程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这样才能够在心理

健康教育中融合思想政治教育[7]。如通过开展“心理 + 思政”融合教学培训，邀请专家解析经典案例(如
将“抗美援朝精神”融入挫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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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团队建设”为核，提升高校融合育人能力 
高校应组建“心理教师 + 思政教师 + 学生骨干”跨学科团队。高校组织团队参加跨学科培训，邀

请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培训内容包括心理学基础知识、思政教育方法、

融合教学技巧等，提升教师的跨学科知识和教学能力。  
(三) 以“科创”为媒，推动教育方法创新 
1) VR 技术赋能心理韧性训练 
设计渐进式压力场景(如从模拟考试到职场面试)，结合心理韧性理论制定训练方案。使用 VR 模拟社

交冲突场景，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学习“换位思考”，同时理解思政教育中的“集体主义”内涵。 
2) 互动游戏促进价值观内化 
开发“红色剧本杀”，将历史事件(如长征)嵌入剧情，玩家需在团队合作中做出价值观抉择。例如，

通过创作“五四运动”主题剧本杀，学生扮演不同的历史人物角色，做出不同的选择判断。 
(四) 以“新媒体”为翼，助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腾飞 
1) 加强教师新媒体技术培训 
高校要加强对教师的新媒体技术培训，提高教师运用新媒体工具的能力。培训内容包括新媒体平台

的使用、多媒体课件制作、短视频拍摄与剪辑等。通过培训，使教师能够熟练运用新媒体技术开展教学

活动，提高教学质量。 
2) 创新教学方法 
教师要结合新媒体的特点，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教学方法。例如，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开

展线上讨论、案例分析等活动，增强学生的参与度；通过直播教学，实现师生实时互动，直播可展示多

样资源，如“心理健康教育的动画演示、案例视频；思政教育的纪录片、历史影像”等，提高教学效果。

同时，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3) 建设“朋辈辅导员”团队，打造新媒体教育矩阵 
高校应整合资源，打造集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政教育为一体的“协同共建”平台[7]。平台建立匿名互

助社区，如“心灵树洞”，鼓励学生匿名分享经历、困惑；高校组织建设“朋辈辅导员”团队[6]，由学

生自主选择一对一朋辈谈心支持，指导老师协同朋辈辅导员开展团体辅导，为朋辈辅导员提供实际操作

的机会，帮助大学生在自我探索、自我认识的基础上提升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加强平台

的管理和维护，确保平台的安全稳定运行。 

4. 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回应学生个体全面发展的迫切需求，

更是应对社会复杂挑战的战略选择。当前，尽管融合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实践中仍面临多重瓶颈：

教育理念的割裂认知、课程内容的机械堆砌、跨学科师资的匮乏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低效应用，严重制约

了协同育人效果的实现。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的“培引–团队–科创–新媒体”四维策略，通过系

统性方案逐一破解现实阻力。 
展望未来，融合教育需进一步探索动态优化路径。唯有通过理念更新、方法创新与资源整合，方能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思政融合育人体系，为培养兼具健全人格与坚定信念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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