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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结 果 具 有 共 性 ， 大 学 生 倾 诉 对 象 最 多 的 是 朋

友，也证明了大学生的心理具有从众性。在多数的数据

结果中“不说，放心里……”高于对“父母倾诉”的比

例，是大学生心理封闭的表现，与“向朋友倾诉”共同

构建了大学生的“心理朋友圈”，把大学专业心理老师

排除在外，更加深刻提示我们在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方面的困难与迫切性。

从心理健康状态来看，5-7分、10分的大学生选择

“不说，放心里......”的比例比较高，而向父母、朋友倾

诉的平均比例较低，说明了两类心理状态的学生心理健

康状态是较为封闭的，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不利。

（三）“灰色网络舆情”下大学生的倾诉对象和做法

就 大 学 生 面 对 “ 灰 色 网 络 舆 情 ” 来 看 ， 学 生 选 择

的更多的是注意休息调整、正视不良情绪、寻求心理帮

助和处理不良认知。但从和父母亲联系频率来看，和父

母亲联系越少的，处理认知情绪积极性呈下降趋势，更

多地采用其他途径去解决。因此，家庭沟通也是一个重

要的环节。从曲线图来看，经常，一周几次的倾诉和沟

通，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生解困，他们也有一个更好的倾

诉渠道。

就倾诉对象来看，大学生选择的途径分别是与朋友

倾诉、跟爸妈倾诉、通过其他途径发泄、网络发泄、心

理老师倾诉等。他们也认为比较需要学校、社会等部门

的干预。

就热门话题，大学生认为网络水军制造和操作比例

在53%左右，基本一半的网络事件是由网络水军操控的。

就网络舆情来看，54%以上学生认为网络是有依据

的，不可能空穴来风，27%的学生认为网络空口无凭，不

太可信。14.7%的人认为网络对他们生活没有影响。由此

可见，网络舆情对高校大学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约3%的学生受网络情绪影响，不想走出。目前存在

的问题：灰色网络舆论会通过不断地向高校大学生传递

灰色文化信息及价值观念，易造成高校学生心理认知障

碍，造成青少年的盲目崇拜或盲目活跃。高校大学生的

心理建设尚未完全成熟，灰色网络舆论将可能产生心理

建设危机。

（四）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目前很多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关注局限预警及干

预的表面处理，缺少对身心健康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系

统干预。本课题从“灰色网络舆情”视域，提出建立一

种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机制，有效补充传统的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研究视角。 

高校“灰色网络舆情”主要分为内部和外部，高校

网络舆情是高校安全工作的生命线，较为真实地反映大

学生的心理诉求，“灰色网络舆情”波及面广，受关注

程度高，在舆情面前把握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就显

得尤为重要。一是有助于倾听大学生的真实心理诉求，

提高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二是安抚大学生的情绪，进

行有效疏导，进一步加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联系，为构

建和谐稳定的校园加油助力。

建议和对策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随着时代发展、人类进步已经

在悄然发生变化，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短平快，大

学生心理呈现出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主要观点简述如

下：构建“灰色网络舆情”下心理健康策略研究。

（一）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全方位网络舆情监控

体系

高校要成立以校党委书记牵头，全方位数据化网络

舆情监控的领导小组。形成“五位一体”的监控管理体

系。校领导+部门领导、学院领导、一线教职员工、全体

学生人人知晓的纵向管理体系。同时，通过宣传部、学

工处、现教中心、保卫处等多部门联动；政工干部、一

线教师、宿舍管理员、家长等多支学生密切联系人；学

生干部、团干部、朋辈辅导者等多重学生管理团队，形

成的横向服务体系。纵横交错，形成全方位线上、线下

的网络舆情监控体系。

（二）利用人性化手段，建立24小时实时跟进系统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新媒体环境下产生大量的

数据，尤其“灰色网络舆情”的爆发，可能仅需要几小

时的时间，令网络舆情监控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局面，高

校应依托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形成强大的网络数据

技术支撑，对“灰色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测、预报、

追踪、分析，及时掌握第一手数据。

高校应建立相应的网络舆情心理咨询平台和中心。

配备“线上+线下”结合的专业化心理咨询专家，在第一

时间对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引导。

（三）利用自助和互助理念，建立学生自主监控管

理体系

高 校 大 学 生 是 我 们 的 服 务 对 象 ， 同 时 也 可 以 转 化

为自身改变对象。构建大学生自主监控管理体系是美美

与共的思路。一是可以对“灰色网络舆情”对大学生心

理健康的影响进行普及，使大学生对相应可能产生的影

响有一定的认知，以便于后期的“他助”或“自助”。

二是建立监控网络联盟，以团小组、宿舍或心理帮扶小

组为小单位，实时关注、探讨“灰色网络舆情”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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