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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媒体环境下高校心理健康工作探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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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五媒体作为移动网络主要载体在大学生当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第五媒体对大学生的心理影响既有
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应建立完善的心理健康保障体系，加强管理，积极引导，加大宣传，强化教育，构筑健康的

第五媒体环境，促进心理健康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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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移动网络的日益普及，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便捷。第五媒体可以让大学生

快速地获取信息和知识，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是语言习

惯［１］。在高校学生心理状态日益复杂的现今，我们要充分利用第五媒体，使其成为开展大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的有效载体，成为服务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工具。

１　高校学生使用第五媒体的现状
１．１　大学生对第五媒体的关注度进一步加深

随着第三代移动通讯业务（３Ｇ）的开通使用，第五媒体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目前已具备较大的市场
规模，但是从应用开发、产业链构成、商业模式衍生方面来看，第五媒体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２］。根据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预期，第五媒体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上升空间，大学生作为时代潮流的引领者，

他们对第五媒体发展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加深。通过调查发现，５５．２％的大学生使用第五媒体的关注
因素主要为“功能齐全”，而仅０．８％考虑了“辐射性”等对身体不利的因素；男生对第五媒体发展的关
注程度明显高于女生的关注程度。从数据分析说明，功能齐全的第五媒体所具备的诸多便捷性，符合了

当代大学生追求方便快捷的消费心理特点。

１．２　大学生与第五媒体关系日益紧密
接受调查的大学生１００％拥有手机。从手机的使用习惯来看，有４７．１％的大学生几乎从不关机，而

４０．２％的大学生只在睡眠时关机，说明大学生的手机使用率非常高，第五媒体已成为大学生粘性很强的
贴身媒体。大学生不仅拥有第五媒体，而且在生活中已与第五媒体密不可分。调查发现，５１．７％的大学
生经常在空余时间使用第五媒体上网，１／３以上的被调查大学生经常使用第五媒体听音乐、拍照等，第
五媒体已成为大学生主要的可随时随地娱乐休闲的工具。

大学生在使用第五媒体的沟通功能时，偏向互动性。除了使用第五媒体与朋友保持联络外，还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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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第五媒体收发短信，实时聊天，登陆微博，收发邮件，搜索资料，下载文件等。第五媒体已成为大学

生进行情感沟通交流的主要渠道，生活的辅助手段，学习的重要工具。

２　第五媒体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第五媒体日益普及，给广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冲击。通过调查发现，第五媒体对大学生

的心理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２．１　第五媒体对大学生学习方面的心理影响
第五媒体对大学生学习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的学习时，第五媒体作为一

种崭新的心理健康教育载体，改变了传统心理健康面对面的灌输和说教性教育，实现了交流互动的新模

式［３］。学校能更为明了、迅速地通过第五媒体平台把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快速传递给大学生，这种点对

点的直接对话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方便，也为大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同时，

第五媒体还提供倾诉交流渠道，有助于缓解大学生的学习压力。当前，大学生面临着诸多学业方面的压

力。第五媒体能随时随地发布和反馈信息，为渴望将自己的看法、学习生活经验甚至不满等同别人进行

交流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倾诉、交流的平台。大学生通过沟通、宣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习方面的心理

压力。但是，第五媒体在学习方面也助长了大学生的一些负面心理。一是第五媒体助长了大学生的自

私心理。一些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上课经常不关闭手机，从而干扰课堂秩序，影响老师上课和同学学

习。调查显示，８０％的大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拿出手机查看消息，分散了学习的注意力，同时手机铃声干
扰了正常的课堂秩序，影响知识传授的质量和效率。二是第五媒体助长了侥幸心理。部分大学生利用

手机的便捷功能逃课，甚至成为考试舞弊的工具等。三是第五媒体还助长了大学生的依赖心理。在遇

到稍有难度的问题时，一些大学生不愿主动思考，而是习惯性依赖第五媒体搜索信息，从而形成大学生

惰性思维。大学生过度使用第五媒体，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学习能力下降等。

２．２　第五媒体对大学生社交方面的心理影响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封闭的现今，第五媒体网络构建的虚拟社会正好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广

泛、隐匿的交流平台［４］。第五媒体提供的花样繁多的聊天软件、论坛、微博、虚拟社区等，使广大学子可

以尽情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并充分表达和表现自我，结交朋友，扩展社交范围等。第五媒体在大

学生群体中的广泛使用，对大学生社交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经过调查发现，９０．５％的大学生经
常使用手机媒体给朋友发信息、聊天或者与父母谈心。大学生可以通过第五媒体推心置腹，抒发情感、

交流思想和心得，又可以大发牢骚，排遣抑郁，在社交网络中无拘无束地进行自我释放，来满足各种心理

需求，达到缓解精神压力的功效。然而，随着愈来愈多的大学生在手机网络中经营其人际圈，他们也愈

来愈迷恋网络虚拟社会的沟通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别人面对面交往的机会，减弱了与他人在现

实中交往的愿望。随着人际交往的减少，大学生很容易加剧自我封闭心理，造成人际关系淡化。一些学

生在真实的交往中感到紧张、不适应，产生对现实人际交往的逃避和恐惧，导致与同学、朋友的距离疏

远，从而产生心理落差，造成人际关系障碍。有些人关掉手机会感觉浑身无力，手足无措，甚至出现孤

独、抑郁、封闭等心理障碍，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

在高校，第五媒体一定程度会让大学生产生嫉妒心理。虽然大学生普遍使用第五媒体，但是由于学

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差异，少部分大学生使用昂贵的手机媒体，学生间容易产生攀比心理、嫉妒心理，有些

大学生甚至产生炫富心理。这些负面心理的助长，使大学生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

大学生社会交往关系的建立。

３　充分利用第五媒体构建良好的心理环境
第五媒体作为新兴的媒体工具，在不断发展、创新，对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起到了促进作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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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也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了最大程度发挥第五媒体对心理健康的正面影响，

防范其负面影响，应发动学校、家庭和社会从体系、管理、宣传等方面共同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第五媒

体，达到营造健康学习氛围，加强大学生在现实中的社交锻炼的目的，共同构建健康的心理环境。

３．１　凝聚力量，构建心理保障体系
高校党政领导要充分调动各单位、部门和广大教师及学生参与到心理健康的工作中来，凝聚力量使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达到规范化教育的层次，特别是广泛开发第五媒体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如充

分利用大学生对第五媒体的使用率高、依赖性强的特点，努力构建完善的心理健康网络体系，构建家校

沟通平台，在学校、家庭之间架起实时、快捷、有效沟通的桥梁［５］，为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３．２　齐抓共管，引导心理良性发展
要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第五媒体介入的情况下取得良好效果，学校应在管理上下功夫，实行精细

化管理，建立奖惩分明的制度。如学校尽早出台限制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媒体干扰课堂秩序的规定，

并将这些规定作为大学的文化习俗进行传承，同时开展教室文明公约，屏蔽上课教室网络信号，开展

“无机课堂”等，防范学生负面心理的增长。

针对大学生过度使用手机媒体形成孤独自闭的心理现象，高校与家庭还可以大力倡导大学生积极

参加社团活动、班级活动。高校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广大学生参与进来，增加大学生现实交

往的次数，使大学生从虚拟社会走向现实社会。

３．３　宣传教育，构筑心理健康防线
学校、家庭、社会充分利用媒体工具，积极宣传心理健康知识，构筑强有力的心理健康防线。心理健

康的宣传教育要入驻第五媒体，而且宣传方式要多样化、大胆创新、不拘一格。如利用第五媒体的网络、

手机报、微信群、飞信群、微博等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发布和分享心理健康相关内容，提高宣传工作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来占据心理健康教育的网络阵地。同时，高校还可以开展入学教育、相关讲座、班

会、学生社团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课、心理健康教育课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培养大学生正确使用第五

媒体的良好习惯，促进学生的良性心理发展。

４　结语
第五媒体在学习、社交等方面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在利用好手机这一新媒体为心理

健康服务的同时，更要注意第五媒体对心理健康的各种危害，要大力发动学校、家庭、社会构建完善的心

理健康保障体系，同时加强管理，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预防第五媒体的负面影响，共同构筑健康的第

五媒体环境，促进心理健康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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