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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品质培养挑战与机遇。本研究针对大学生群体，

在对新媒体对学生心态影响的文献综合分析基础上，结合实证调研数据，揭示出新媒体使用频率、信息

筛选能力和网络技术运用能力等个人因素，以及家庭、校园、社会环境中相关因素对大学生积极心理品

质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信息过载、网络成瘾、自我认知偏差与舆论压力等问题，正成为制约大学生积

极心理品质培养的重要障碍。因此，提出构建正向价值观传播机制，倡导健康网络文化，提供全面心理

健康支持服务，以及加强新媒体素养教育等策略。通过实地校园调查与深度访谈，验证了这些策略在提

高大学生筛选信息的能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增强自我认知和减小网络舆论压力方面的有效性。本研

究批判性地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品质的培养要求，为高校制定相关教育政策、开展教育实践

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具体建议，对未来进一步研究与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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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media era, college student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
portunities in cultivating their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llege student 
population.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on students’ 
mentality, combined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data, it reveals personal factors such as frequency of 
new media use, information screening ability, and network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 as well 
a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relevant factors in family, campu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n the pos-
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issues such as information 
overload, internet addiction, self-awareness bias, and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are becoming im-
portant obstacl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values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promote a healthy 
online culture, provide 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support services, and strengthen new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and other strategies. Through on-site campus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trategies in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to screen information, 
enhancing their mental health, strengthening self-awareness, and reducing online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has been verified. This study critically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s for cultivating the psy-
chological qual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providing scientific basis and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universities to formulate relevant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carry out educa-
tional practices. It also has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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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媒体时代的迅猛发展，使得高校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信息技术与社会变革的深

度融合，促使学生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更需培养积极的心理品质，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积

极心理品质包括自我效能感、乐观情绪、抗压能力和社交能力等(白曼，赵颖，2024)。这些素质不仅影响

学生的学习成绩，还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职业发展和心理健康。新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为

心理品质的培养提供了新的契机。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

要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这一

政策文件为高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向。新媒体的蓬勃发展给大学生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影响。一方面，新媒体丰富了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资源。通过在线课程平台、学术数据库等

新媒体渠道，大学生可以便捷地获取知识，拓展视野，激发创新思维。另一方面，新媒体也带来了一些

挑战。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和碎片化传播，容易让大学生陷入信息过载和认知迷茫。虚拟社交的盛行可能

导致大学生现实人际交往能力下降，产生孤独感和焦虑情绪。此外，网络上的负面信息和不良价值观也

可能对大学生的心理产生不良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必须充分认识到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积极心理

品质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探索有效的培养策略，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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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积极心理品质的社会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升个体幸福感，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积极心理品质如乐观、感恩、希望和韧性等，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增强幸福感和生

活满意度。同时，积极心理品质有助于预防和减轻心理问题，如抑郁和焦虑，从而降低社会医疗成本，

提高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第二，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教育发展。积极心理品质如乐观和自我效能感，能

够提高个体的工作投入和绩效，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而且，积极心理品质如好奇心和学习热情，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育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第三，增强社会凝聚力，推动社

会进步。积极心理品质如同情心和合作精神，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稳定性。

此外，积极心理品质如创新精神和公民意识，能够激发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和发

展。总而言之，研究积极心理品质对于提升个体和社会的整体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2. 新媒体时代影响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因素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社会学习理论、自我决定理论、认知发

展理论以及心理弹性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新媒体对大学生心理品质的影响机制，包括模仿

学习、内在动机激发、认知加工和信息筛选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将新媒体时代影响大学生积极心理

品质培养的因素划分为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个层面。 

2.1. 个人因素 

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受到个人因素的显著影响。个体的自我认知水平直接关系到

心理品质的形成与发展。良好的自我认知能够增强大学生的自信心，提升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强的

学生在面对挑战时更加积极，决策时更具独立性，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 
个体的性格特征也是关键因素之一。积极性格如外向、乐观等显著提升心理品质，能够促使学生在

社交、学习和生活中形成积极的互动与体验。情绪智力，即个体识别和管理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在

大学生的心理发展中至关重要。情绪智力高的学生往往能够有效管理压力，调节负面情绪，从而维护心

理健康(周肃军，2024)。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作为心理品质的重要构成部分，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状

态。明确的目标导向能够激发内在动机，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生活满意度。目标设置理论表明，具体、

可实现的目标能显著提升个体的成就动机和自我效能感。 
家庭背景也是不可忽视的个人因素。来自支持性家庭环境的学生通常具备更好的情感调节能力和社

会支持网络，这有助于他们在困难时刻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反之，家庭环境不和谐的学生则可能面临

更大的心理压力和情绪困扰。 
大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决定了其应对压力和挑战的能力。自我调节能力较高的学生通常表现出更好

的情绪管理、时间管理和应对策略，这些能力使他们能在面对大学生活的各种需求和压力时，保持良好

的心理品质。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也形成了个体因素的一部分。积极使用社交媒体可

以通过建立更广泛的社交关系来提升大学生的归属感与社会支持，进而提高心理品质。然而，过度依赖

社交媒体可能导致负面情绪与社会比较，从而对心理品质产生消极影响。理解并掌握社交媒体的使用方

式，使其成为促进积极心理的助力，是大学生所需具备的个人能力之一。个人因素的多重作用，不仅影

响着大学生的自我感知，也塑造了其心理适应能力和社会互动的质量，从而对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2.2. 家庭因素 

对子女成长的关注程度及教育方式对其心理品质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采取积极的养育方式，如权

威型教育模式，能够有效培育大学生的自主性与责任感。这种教育方式，往往伴随合理的规章制度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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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的支持，使得子女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能够展示出更强的心理适应能力与韧性。此外，家庭中良好的榜

样影响也不可忽视，父母的行为及生活态度对孩子的性格与心理品质渗透深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

了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方式，过度依赖电子产品可能削弱面对面交流，导致家庭关系的疏离。优化家庭对

新媒体的使用方法，通过设立“无屏时间”等措施，倡导全家一起参与户外活动，能够有效增强家庭凝

聚力与学生的积极情感体验。经济状况亦是家庭因素的一个重要维度(代超群，2023)。充足的经济支持可

以减轻学生的生活压力，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与发展机会，促进其心理健康。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中，

学生的心理素质往往表现得更为积极。因此，加强家庭经济状况的提升，改善孩子学习支持，能够有效

促进其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此外，家庭教育的理念也需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不断更新，以适应新时代的

心理健康需求。 

2.3. 学校因素 

在新媒体时代，学校因素对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的教育环境、文

化氛围和资源配置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发展与成长。首先，学校应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增强学生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包括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建立丰富的社团活动，以增强学生的社交能力和自我

效能感。研究显示，具有良好社交支持的学生更易于发展积极的心理品质。 
学校可通过设立心理咨询中心、开展心理健康课程和讲座等方式，让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和

常见心理问题，增强他们自我调适的能力。在实践中，建议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普查，并根据

调查结果调整心理辅导服务，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具有心理学背景或专业资质的教师能够更有效地

帮助学生识别和调节情绪，促进其心理发展。学校应定期组织教师培训，提高他们的心理辅导能力，确

保在日常教学中能够识别和处理学生的心理问题。学校资源的配置也需要关注，例如为学生提供丰富的

图书、电子资源和舒适的学习环境，均可提高学习动机和心理健康状态。尤其近年来，利用新媒体技术，

学校可开展线上心理健康教育，以提高参与的广泛性和便捷性。 

2.4.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环境的变化、家庭背景、

同伴影响及社会认同感等因素均对大学生的心理特征产生深远影响。首先，社会环境突出的竞争性和压

力感，使得大学生面临更多的诱惑和挑战，进而影响其心理品质的培养。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心理品质

的塑造显得尤为必要。 
家庭背景是导致大学生心理差异的重要因素。具有积极支持和良好沟通的家庭环境能显著提升大学

生的心理韧性和自我效能感。在调查中，85%的学生表示来自家庭的鼓励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更加坚韧。

因此，在培养积极心理品质的过程中，重视家庭的参与与支持，是关键举措之一。同伴影响同样不可忽

视。高校中，同龄人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对心理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积极的同伴关系能够增加个体

的自尊心和归属感，进而提高心理幸福感。因此，鼓励学生加入社团与团队活动，有助于增强他们的社

交能力和心理素质。社会认同感是情绪和心理素质的重要指标。新媒体时代，大学生通过在线平台寻求

认可和支持，与他人分享经验与资源。媒体内容的多样性使得学生能够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观念，而这

种积极的扩展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3.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面临的挑战 

3.1. 信息过载与价值观混乱 

信息过载使得大学生在海量信息中迷失方向。每天面对数千条信息，他们的大脑处于持续的信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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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状态，认知负荷不断加重。这不仅让他们在学习时难以集中注意力，降低了学习效率，还对心理健康

产生负面影响。长时间处于这种信息轰炸下，大学生容易感到焦虑和疲惫(文善彩，袁超，2023)。他们可

能花费大量时间浏览各种信息，却无法从中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导致时间浪费和自我效能感降低。 
而价值观混乱更是令人担忧。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广泛

影响，使他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价值取向。然而，这些在网络上形成的价值观往往是片面和模糊

的。一方面，流行趋势的快速变化使得大学生盲目跟风，追求一时的潮流，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价值观

念。另一方面，网络舆论的强大影响力容易让大学生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被他人的观点所左右。他们

可能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摇摆不定，难以确定自己的信仰和人生方向。 

3.2. 网络成瘾与人际交往障碍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成瘾已成为影响高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网络成瘾定义为对

网络环境的强烈依赖，表现为沉迷于网络活动，影响正常生活与学习。网络成瘾对人际交往能力产生显

著障碍。网络成瘾者往往倾向于选择虚拟社交而忽视现实中的人际互动。这种趋势导致沟通技巧的减弱，

情感表达能力下降，最终影响到社交能力。面对面交流的频率下降，使得学生在冲突管理、情感调节等

人际交往技能上出现盲区(章玲玲，王智超，2023)。 

3.3. 自我认知偏差与心理健康问题 

自我认知偏差是指个体在自我评估、情绪体验及社会交往中出现的系统性偏差，这种偏差直接影响

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大学生因外界压力和自我期望的矛盾，常常产生自我效能感不足或过高估计自

己的能力，相应地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自我认知偏差的形成通常与多种因素相关，例如社

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导致的社会比较，强化了个体的负面情绪与自我怀疑，让大学生更易受到他人评价的

影响，从而导致自我认知的不准确。在当前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普遍面临学业压力、就业竞争以及人际

关系等多重挑战，自我认知偏差加剧了这些压力。此外，长时间的负面情绪会导致睡眠障碍、饮食失调

等生理问题，进而影响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造成恶性循环。 
为应对自我认知偏差与心理健康问题，心理辅导与干预显得尤为重要。高校可以实施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加强学生自我认知的科学指导，引导其进行积极自我对话。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心理支持小组，通

过团体辅导和交流会加强同学间的理解与支持，鼓励学生分享自身经历，增强归属感与认同感。同时，

利用新媒体平台推广心理健康知识，以趣味性和互动性吸引学生参与。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心理

素质，还能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自我认知偏差。此外，校内应常态化心理测评与评估，通过科学的

方法定期监测学生的心理状态，并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专业支持。 

3.4. 网络舆论压力与自我调节能力不足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对高校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影响显著。海量信息的传播加速了舆论的形成与

演变，使得大学生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交环境。网络舆论压力主要体现在社交媒体评价、舆论风暴以

及网络暴力等方面，对个人情绪及自我认同形成了持续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大学生表现出较低

的自我调节能力，难以有效应对外界的负面评价，心理防御机制脆弱，情绪波动显著。 
网络舆论压力常导致情绪焦虑、抑郁等问题。大学生在遭遇网络舆论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焦虑，尤

其在公众话题讨论中，学生对于个人形象的担忧加剧了心理负担。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的学生往往通过消

极方式宣泄情绪，可能引发一系列行为问题，如沉迷网络、与他人隔绝、甚至极端行为。 
自我调节能力不足是导致大学生在面对网络舆论压力时易感受挫的核心原因。部分大学生未能掌握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1815


王倩 
 

 

DOI: 10.12677/ap.2024.1411815 462 心理学进展 
 

有效的情绪管理技巧，例如时间管理、情绪识别与表达。大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主要受到社交支持、心

理素质、生活技能等多因素影响。在社交支持方面，许多学生缺乏良好的同伴关系，使得个体在承受舆

论压力时无处倾诉。而心理素质的欠缺，如应对挫折的能力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对舆论压力的脆弱感。 

4. 新媒体时代培养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策略 

4.1. 倡导正向的价值观传播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培养需要有效倡导正向的价值观传播。正向价值观的传

播旨在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和幸福感，促进其积极成长。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

的利用，可以塑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价值认同。高校应当借助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创造

积极的社会舆论环境，鼓励学生分享正能量故事和成功经验。这种互动不仅提升了传播的有效性，也增

强了学生间的认同感。在内容创造方面，应该聚焦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诚信、友善、爱国、

敬业等主题。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与情感共鸣，活动如校园文化节、主题演讲，使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内

化这些价值观念。同时，定期举行心理健康系列讲座，以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培养学生在逆境中

寻求成长的能力，塑造其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高校需鼓励师生共同参与到价值观的传播中。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作为正向价值观

的传播者和引导者，引导学生树立合理的目标和生活理念。建立正向刺激机制，引导学生优秀行为的模

仿和扩散，形成良好的校园风气。除了校园内的活动，新媒体的运用还可以使正向价值观的传播突破时

空限制。高校可以创建在线平台，鼓励学生发表与积极心理相关的文章、视频、播客等，增强参与感。同

时，加大对社交平台的引导和监管，遏制负面信息的传播，确保校园文化向上向善，为学生创造积极的

心理环境。 

4.2. 构建健康的校园网络文化 

构建健康的校园网络文化是增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重要措施。校园网络文化的健康程度直接影

响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应通过多种路径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首先，应重视校

园网络文化的引导性，通过课程设置、网络媒体宣传等方式传播正能量，弘扬优秀的校园价值观。专业

人士和心理辅导员可以定期组织网络文化主题讲座，向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和人生观。 
利用新媒体技术，鼓励学生参与网络文化建设。通过搭建校园论坛、社交平台等，鼓励学生发表健

康积极的观点和创意，形成互动交流的良好氛围。在这些平台上，应设立积极心理品质宣传专栏，定期

更新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文章和视频，吸引学生主动参与讨论。此外，可以通过开展“网络文明传播行动”，

号召学生在网络上发声，积极回复、评论和分享具有正能量的内容，增强校园网络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倡导网络行为规范也是构建健康校园网络文化的关键。一方面，高校应明确界定不当网络行为界限，制

定《网络文明公约》，强调对网络言论的责任，并通过宣传和培训提升学生的网络素养。另一方面，建立

多元的干预机制，尤其是针对网络暴力、谣言传播等有害行为，需通过技术手段、法律手段进行干预，

维护校园网络的清朗环境。 

4.3. 提供全方位心理健康支持服务 

高校应建立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支持服务体系，以促进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发展。首先，设立心理

健康服务中心，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辅导，配置具备心理学背景的专业人士，每个咨询师负责不超过

200 名学生，以确保个体化关注与服务质量。此外，定期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活动，利用新媒体平台(如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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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号、微博等)发布心理健康知识和应对策略，以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意识与自我调适能力。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嵌入到学期教学计划中。建议设置至少两门心理健康课程，内容涵盖压力

管理、情绪调节和人际关系处理等，确保每个学生在校期间接受到系统的心理素质培训，鼓励学生在实

践中提升积极心理品质。 
构建同伴支持网络，形成“学生–学生”的心理支持系统。通过组织心理健康主题活动，培训心理

志愿者，安排心理委员在各班级进行心理健康交流与解答，建立良好的同伴支持氛围。每个班级应配备

1~2 名心理委员，作为同学们的联系点。 
推广心理健康文化，通过建立心理健康宣传板、心理健康主题墙及线上线下活动，增强全体师生的

心理健康意识，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结合文化、艺术活动，组织心理健康主题的演讲、展览和竞赛，提

升学生参与感，鼓励共享心理健康资源。 
形成政府、学校、家庭三方联动机制，推动心理健康政策的落实。鼓励家长参与心理健康教育，增

强家庭对心理素质培养的重视。整合社会资源，寻找社会机构、企业的支持与合作，提供丰富的心理健

康服务，保障学生享有更为广泛的心理健康支持。 

4.4. 强化新媒体素养教育 

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心理品质受到多元信息环境的影响，强化新媒体素养教育是提高其积极心

理品质的必要策略。新媒体素养教育的核心在于提高学生对新媒体的理解、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有效使用

能力。教育内容应涵盖新媒体的基本知识、信息传播的原则、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全意识等，以帮助

学生全面认识新媒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通过课程整合，将新媒体素养教育嵌入学科教学中，鼓励教师围绕新媒体相关案例进行分析，提升

学生的信息筛选能力和内容分析能力。在课堂上引入讨论和辩论形式，培养学生对新媒体内容的批判性

思考，通过不同视角的碰撞拓展认知边界。此外，利用实践活动，如新媒体平台运营和内容创作，培养

学生的实践技能，使其在现实中锻炼判断和应对新媒体现象的能力。建立多样化的评价体系，对学生的

新媒体素养进行定期评估，不仅限于纸笔测试，还可采用实践分析报告、项目制作等形式，促进学生在

主动参与中深刻反思自身的信息素养。强调团队协作，组织跨学科的合作项目，让学生在合作中体会不

同专业领域如何利用新媒体发声，从而增强对新媒体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 
通过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新媒体相关的社团活动和志愿服务，增强社会责任感，推动其在更广泛的环

境中实践新媒体素养。鼓励学生关注社会热点，利用新媒体进行合理的信息传播，以提升其公共表达与

自我调节能力。针对虚假信息的应对，强化媒体素养教育中对信息真伪的识别训练，通过多元信息源的

比较分析训练，培养学生的信息鉴别能力和批判意识。此外，定期举办新媒体素养讲座，邀请行业专家

分享新媒体发展的趋势与挑战，帮助学生了解新媒体的前沿动态。 
学校应与新媒体行业、社会实践基地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季度性的实习和观摩，保持学生对新媒体

行业发展的敏感度，激励其积极投身于新媒体相关的学习与实践，逐步形成自我提高的良性循环。通过

系统化的教育和实践，赋予学生新媒体时代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为其积极心理品质的提升提供坚实的基

础。 
总的来说，通过倡导正向的价值观传播，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

他们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构建健康的校园网络文化，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清朗的网络

环境，让他们在信息的海洋中能够辨别真伪，吸收有益的知识和信息，远离网络的负面影响。全方位心

理健康支持服务的提供，意味着学校应建立完善的心理咨询和辅导体系，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扰，增强

他们的心理韧性，从而更好地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强化新媒体素养教育，则是教会学生如何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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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媒体工具，培养他们的信息筛选能力，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使他们能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思考能力。这些策略的实践效果是显著的，不仅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

质，促进其健康成长，还能帮助他们形成积极向上的心态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助力他们未来的发展。 

5. 结论 

新媒体时代的高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策略显著影响其心理健康和学业表现。学校应利用新媒

体平台开展心理素质教育，通过在线课程和互动活动促进心理素质的发展。对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

必须掌握新媒体使用技巧，特别是在社交平台上设计引导性内容，提高大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重视

心理健康宣传，增强大学生自我关照意识，显著降低心理问题发生率。在推广过程中，通过社交平台发

布心理健康知识，结合案例分享，提升信息传递的效果，设立线上心理咨询服务，使大学生在需要时能

够方便地获得专业建议，提升咨询成功率，降低寻求帮助的心理障碍。在当前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

应通过不断优化和更新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与形式，逐步构建适应新时代的心理品质培养体系。定期评估

教育效果，及时调整策略，以确保培养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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