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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心理教育网络环境的系统实现和探索

杨映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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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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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大学生人际交往和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
。

本文在分析高校心理教育

与网络契合度的基础上
,

探索系统实现高校心理教育环境网络化的内在结构与操作方式
,

以寻求高校心理教育

的创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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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近十几年
,

随普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

互联网以其受

众广
、

时效强
、

功能多
、

容t 大
、

交互性等多种特点
,

渗

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

对人们的学习
、

工作
、

生活乃至思

维方式
,

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
。

我国因特网管理的权威机构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闻肛C刃叮 年 1 月 19 月发布了
“

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
”。

该机构对上网用户的文化程度开展调

查
,

结果显示
,

网民中大学生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占

55
.

2% (网络用户文化程度见下表)
。

这一数据显示网络已

成为大学生一种日益成熟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工具
。

衰 1 我国网络用户的文化程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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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大学作为全国最早建立校园网络的高校之一
,

目前在校学生约为一万九千人
,

拥有上网计算机 l35(刃余

台
,

电子邮件注册用户刀双刃余人
,

其中学生用户 186臾】余

人
。

全校信息点数 2即(X) 余个
,

学生宿舍信息点约占以洲刃

余个
,

接人计算机超过 别X旧台
。

BBS 有注册用户 37(X X) 多

个
。

全校平均每天进出的电子邮件 义刃以)余封
,

进出的日

通信t 在 5T 字节左右
。

无论从教学
、

科研
、

管理等方面

着
,

还是从通信
、

娱乐
、

休闲
、

交往等方面看
,

网络已经

成为常用的工具手段
,

成为大学生学习
、

研究
、

生活的新

方式和重要组成部分
。

这些数据和现象促使我们在探索高

校心理教育发展方向时必须将网络的介人
、

融合视为不可

或缺的内容
。

点恰好与大学生心理教育的需要和规律相互呼应
,

形成了

良好的契合
。

1
.

自我的闭镇倾向与网络的私密性 :
高校学生处于自

我逐步成熟确立的过程中
,

对自我的评价敏感且矛盾
。

在

迫切要求外界理解和认同的同时
,

又由于自我的冲突和不

确定性
,

导致内心缺乏安全稳定感
。

这种闭锁倾向有时是

寻求面谈等传统心理教育手段难以克服的心理阻力
。

网络

的虚拟和私密使他们可以在
“

马甲
”

的掩护下
,

藏起现实

中的自我
,

没有顾虑地求解内心的困惑
。

2
.

个体的独立意识 与网络的交互性 : 从高中进人大

学
,

学业环境
、

人际环境的改变
,

促使大学生的独立惫识

迅速发展
。

他们希望能在经济
、

生活
、

学习
、

思想各方面

独立
,

希望摆脱他人的管束
。

网络的交互式沟通优势在于

变传统的被动式接受教育为主动参与
,

互动交流
,

部分消

解了传统的
“

你讲我听
,

你说我通
”

的单向性心理教育方

式对这个阶段受教育者可能造成的抵触情绪
,

努力使他们

在心灵碰搜中自然而然接受引导
。

同时
,

大学生宽广的知

识面
,

较强的领悟能力和迁移能力
,

都为他们在交互沟通

中变被动为主动提供了基础
,

可以更好体现心理教育
“

自

助助人
”

的教育理念
。

3
.

情绪的激筋跳跃与网络的自由化
:

大学生处于青春

期向青年期的过渡时期
,

生理发育接近成熟的同时
,

心理

也经历急剧的变化
,

这一点在情绪上体现得尤为显著
。

与

成年人相比
,

大学生富于激悄
,

情绪状态起伏波动明显
,

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

网络超越时空的自由度
,

便于他们及时宜泄
、

化解
、

调节情绪
,

有时能起到化危机

于无形的神奇作用
。

三
、

心理教育网络环境的系统实现

二
、

网络与商校心理教育的契合点

高校学生的年龄段和所处的特殊环境
,

决定了他们具

有一些共性的心理特征
,

而网络的私密
、

交互
、

自由的特

心理教育网络环境的系统实现意味着建设网络平台
,

对现有网络资源进行开发
、

利用和再生
。

通过操作计算机
,

心理教育的主体可以在网上实现心理课程教学和心理辅导
,

[收稿日期 ] 2以巧
一

1仆 17

[作者筒介] 杨映秋 (1% 8 一 )
,

女
,

安徽合肥人
,

硕士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师
。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么洲巧年第 2期 (总第 140 期)

开展心理侧试
、

心理讲座
、

在线讨论
、

团体辅导等心理教

育相关活动
,

还可以获得个人所摇的资料和信息
,

进行远

距离的搜索查询
,

支持心理预替系统对捕捉到的危机信息

做出快速反应
。

教育客体则可以选择网络咨询室中适合自

己的咨询专家
,

选择心理教室中自己喜欢的心理课程
,

参

与讨论和相关活动
,

选择侧试种类并查看测试结果
,

实现

异地双向及多向快速的交流
,

追求最佳的心理教育效果
。

近年来
,

一些高校在实现心理教育网络环境的探索中

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

其中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 1臾珍年

就率先建立了全国大学生心理咨询网站
,

北师大的
“

牵牵

热线
”

广受青少年的欢迎
。

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通讯

技术催生了一大批与心理教育相关的新的行业
,

一大批新

的专业用语应运而生
,

诸如网络辅导 (枕b

~ 吨) 或

线上治疗 (以山拙 此州叮 )
,

具体服务方式还有电子公告

(BBS )
、

网上侧验 (棍b 以)
、

电子邮件 (乙画】)
,

个别或

团体线上即时文字交谈 (T目k ) 或 (口川 )
、

网络电话 (l -

帅以犯)
,

即时视听 (凡过 石此 ‘山幻) 等等
,

使心理教育网络

环境的系统实现成为可能
。

纵观主客观条件
,

心理教育网络环境可以基于以下平

台系统实现 :

图 1 心理教育网络环境系统结构图

1
.

心理普及
。

樊富峨在论述新时期我国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发展趋势时曾明确提出
,

学校心理教育的模式将从补

救性为主转变为发展性为主
, “

发展性为主
”

模式是将全体

学生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对象
,

针对学生共同的成长问题

给予指导
,

同时兼顾少数有障碍学生的心理治疗与行为矫

正
。

强调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对每一个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

意义
。

随着对心理教育认识的深化
,

高校心理教育以全体

学生为服务对象
,

发展为主
、

治疗为辅已成为共识
。

我校

心理教育的普及工作主要通过课程
、

团体辅导
、

讲座
、

主

题宜传与活动等形式面向全校学生展开
。

心理教育中心创

设的心理网站
“

徽笑在线
”

中
,

将全校业已开设的心理类

相关课程全部上网
,

学生可以在网上查看课程的主要内容
,

教学课件
,

参考资料
,

同时可以通过网络提交作业
,

参与

讨论和辅导活动
,

并对课程和活动自由给出反恢愈见
。

2
.

心理预势
。

为全面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

有针

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

增强学生心理的自我保健意识

和能力
。

我校从 01 年开始逐步建立健全全校学生心理档案

系统
,

使用专人
、

专门的服务器对学生心理档案进行分级

管理
。

对中心筛选出的心理问胭高危群体建议进一步的侧

试或参与相应的团体辅导活动
。

同时
,

所有侧试
、

辅导
、

治疗资料均及时分类录人
,

在此基础上
,

开发了一套具有

自身特色的 《学生心理教育信息管理系统》
,

本系统架构在

校园网平台上
,

其强大的数据库和分析工具便于调用
、

比

较
、

排查
,

保证了危机发生时干预的及时性和针对性
。

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心志愿者将网络作为心理观察室
,

对 BBS 各版块
,

尤其是相关的
“

心理与健康
” 、

徽笑在线社

区等密切关注
,

对仅通过网上干预难以奏效的危机苗头向

中心老师提出预警
,

必要时
,

中心老师可请网络中心采取

技术手段查出危机学生的真实身份
,

以协同相关院系部门

开展进一步的查实和干预工作
。

目前
,

学校已建立起由心

理教育中心
、

网络中心
、

校医院
、

专业精神卫生机构组成

的快速危机干预通道
,

先后成功干预了数十起不同程度的

心理危机
,

使相关同学重新以积极的心态投人生活学习中
。

3
.

心理评佑
。

我校的心理评估工作分两部分
: 一是一

般状况的工具评估
。

普查使用修订后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调查 (t叼)
,

平时使用华瑞网上心理侧试评估体系和其

他辅助性问卷
、

t 表
,

对相关同学的心理状况进行一般性

评估
。

二是复杂状况的专家评估
。

对于比较复杂的情况
,

在线心理辅导老师可参考工具评估结果
,

给出更全面
、

更

可靠的综合评定结果
,

必要时可提请中心专家组合议
。

4
.

心理摘导与咨询 : 在高校以教育
、

发展为主的心理

辅导中
,

针对学生群体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倾向性
、

典型

性心理问题
,

通过网络进行有的放矢的群体辅导
,

可以最

大限度拓宽心理辅导的受益面
,

同时可以将同学的求助心

理阻力降低到最小
。

中心网站开辟了
“

徽笑成长工作坊
” ,

定期开展网上辅导
。

网上辅导包括教师的辅导方案
,

学生

的感想和体会
,

教师引导下的朋辈相互辅导
,

反谈和探索

等
。

作为补充
,

中心遨请参加网上辅导的同学参与拓展和

现实交流
,

以强化辅导效果
。

同时中心接受个体的网上咨询
,

许诺
“

全程守候
,

随时

在线
”。

一部分学生眼里的权戚
、

有粉萦重科研任务的教授

们
,

也在中心的动员下
,

利用学术优势
、

经验优势
,

承担所

在院系网上心理咨询室的部分咨询任务
,

解答学生尤其是有

心理问题学生的人生困惑 ; 一大批老教授还与年轻大学生因

此结成了
“

忘年交
” ,

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保驾引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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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未尽的探索与困惑

心理教育网络环境的系统实现
,

为心理辅导
、

心理教

育延伸了平台
,

拓展了受益面
,

为心理预普迅速提供了探

测
、

发现
、

分析
、

判断问题和做出反应的新机制
,

增强了

心理教育的主动性
、

科学性
、

针对性和预防性
。

但同时
,

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
,

它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地方同时留下

困惑
,

使心理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越发艰巨
。

在我们探

索实现心理教育网络环境的同时
,

不能不对业巳出现或可

能存在的问题给予足够关注和做进一步探索
。

1
.

网络开放性与心理信息的保护
。

网络技术发展时间

较短
,

其本身还存在着许多技术缺陷与不完替
。

现有的网

络技术还不能做到切实有效地保护使用者的隐私
,

同时
,

网络病毒和黑客随时都有可能破坏侧试者所使用的电脑和

网络测试资撅
,

使测试者在使用网络进行侧试活动时缺乏

足够的安全感 ; 处在网络环境中的心理教育资源也有可能

因网络本身的安全漏洞造成遗失
。

而这些资源涉及学生最

关注的个人隐私和教育及咨询工作中延续性积爪
。

我校心

理教育网站建成后
,

不止一次遭到黑客攻击
,

最严重时导

致机器瘫痪
,

数据遗失
,

给工作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

目

前
,

心理数据管理采用了独立的服务器
,

改菩了心理信息

系统的运行环境
,

但最重要的信息我们仍采用原始文本与

网上数据同时保存的双保险办法
。

2
.

网络伦理和网络行为的无规范
。

目前还没有完善的

规则条例来约束网络行为
,

因此
,

我们在网络上得到的信

息常常是良芬不齐
,

真假难辨
。

如使用网络心理侧试系统

时侧试对象提供盛假信息而导致侧试结果无参考性现象的

存在
,

网络心理预替系统捕捉到信息后真伪的鉴别问题
。

同时
,

网上获取信息的自主性
、

随愈性
,

使得大学生对权

威产生怀疑
,

弱化了教育者对大学生言传身教
、

潜移默化

的影响力
。

这些现象的彻底改观
,

取决于心理教育主客体

双方
。

正确处理网络中的人际关系
,

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

观念
,

培养健康的网络人格
,

健全完普网络伦理行为规范
,

还孺要走很长的路
。

3
.

心理教育教师的网络技术成长
。

为适应心理教育网

络化孺求
,

心理教师播要一定的网络技术和对网络文化的

熟悉了解
。

而且这种要求是随着系统化进程的深人不断提

高的
,

它不简单局限于对网络的一般性使用
,

同时也包括

网页设计和开发
,

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
,

网络安全技术等

较为专业的内容
。

心理教育的专业化成长和网络技术的同

步前进
,

成为高校心理工作者面临的艰巨的
、

双重的挑战
,

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

是我们播要探索的新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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