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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社会关系。相对于积极展示自我个性与特长而言，

更在意自己的网络圈群内的社会关系。

总之，网络圈群作为新媒体时代一种新的社会组织

形式，高校贫困生谨慎经营圈群内部的社会人际关系已

成为其心理焦虑的原因之一。

4、思想方面：独立思考的匮乏

网络圈群内部同化性导致个体独立思考辨别能力的

匮乏，即个体的决策与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圈群整体价值

评价与导向的影响。高校贫困生对人际关系很敏感，相

较于同龄人自身圈群较少，过度看重所处圈群，自己正

确或应该坚持的决定往往因与圈群内的“主流意见”不

一致而怯于表达，出现类似于道德绑架的现象。个体自

身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意识会渐渐地退化，甚至产生对自

我的否定和怀疑。圈群内部所谓的“领导意见”会左右个

体的观点，高校贫困生涉猎面较窄，更易被带“节奏”。

此外，以网络圈群为媒介，许多要求点赞、关注等

网络行为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也在消耗他们的精

力。当今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如果高校贫困生缺乏独

立思考的能力与意识，会产生对现实的迷失、对未来的

迷茫，进而将这种焦虑传导至自身的人生规划、就业等

各方面。长此以往，自身心态失衡，容易出现对生活失

望的片面认识和负面情绪。

网络圈群下应对高校贫困生心理焦虑的举措

1、学生层面：注重三种“网络内涵”的培育

加强网络育人内涵培育是根本。网络圈群已成为现

今大学生社交的重要基础，提升网络修为是解决网络圈

群带来的心理焦虑的治本之策。

第一，提升网络素养，正确看待网络圈群。网络作

为高校贫困生完善专业体系、促进思想开放和拓宽知识

眼界的重要途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资源有限的短

板，但不能忽略过度依赖网络而产生的心理焦虑。努力

提升高校贫困生的网络素养，做到扬长避短、正确使用

和辩证看待，让网络真正成为其弥补自身知识与视野短

板的有力工具。

第二，减少网络社交，回归现实社会活动。网络圈

群作为新媒体时代一种社交组织形式，不是也不应该是

高校贫困生社交的全部。作为高校贫困生应该把贫穷当

做人生奋斗的底色，而不是心理负担，要树立正确的义

利观，做到用勤奋创造未来，用人文滋养智慧，用成功

提升信心。此外，高校贫困生应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做

到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在各类实践活动中感悟生活中

的得与失、成与败、利与弊，培养自己理性平和的处事

心态。

第三，严守网络规则，做到文明绿色上网。网络已

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五空间”，需要规则与制度约束与

维护。[2]大学生作为未来网络空间的主人，需具备较强的

知敬畏、守底线的网络规则意识。高校贫困生在面对精

彩与虚拟同在的网络世界时，要抵得住诱惑，稳得住心

神，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管得住行为，做到依法

用网、绿色用网、文明用网，让网络规则意识成为高校

贫困生自我安全的保护网。

2、学校层面：发挥三个“网络育人”的作用

发 挥 高 校 网 络 育 人 作 用 是 关 键 。 大 学 时 代 是 人 生

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拔节孕穗期，可为一生的成

长成才奠定良好的思想与道德修养基础。[3]

第一，发挥网络思政的引领作用。网络空间是大学

生学习生活的“首要环境”，也是贫困学生表达观点、

交流思想的重要渠道。高校要积极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新阵地，如加强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校园网络建

设，做好思想与价值引领导向工作。特别是对高校贫困

生，要在关爱、规则与价值的培育中，通过学生群体融

入学校公共生活，提升情感维度上的安全感、精神世界

上的丰富感、价值志趣上的方向感，导正其人生发展方

向。[4]

第二，发挥网络心理的基础性作用。心理健康教育

具有贯通性与基础性作用，是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

要内容。一方面健全“互联网+”心理健康的教育模式，[5]

发挥网络在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普及与宣传作用，如开展

立志成才典型宣传，让高校贫困生学有榜样、做有模范。

另一方面，建设“互联网+”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加强

培、管、用、评，提升网络心理育人的观念和能力，并

制定贫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单项计划。

第 三 ， 发 挥 网 络 文 化 的 感 染 性 作 用 。 高 校 不 仅 是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召开励志成才感恩演讲汇报会，树立先进模范典型。

社会·社区丨Society & Community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