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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升高校学生管理总体效能,确保系列管理活动与学生学习特点、生活方式、成长规律相契

合,推动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文章运用系统理论,借助文献资料研究等多种方式,深入探讨新媒体对高

校学生管理活动产生的影响,全面分析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吸收过往有益经验,遵循学生

为本、服务为先的基本原则,采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管理举措,推动管理思路、管理方式以及管

理路径的创新与完善,逐步搭建新的学生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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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college student management, to ensure that the series of 

management activities fit with students'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lifestyle and growth laws,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rticle using system theory, with the ai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 variety of ways, to explore the new media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 management activitie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facing college student management work, absorb past useful 

experience,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tudents, service first, take informatization, network, intelligent 

management measures, promote management ideas,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path innovation and perfect, 

gradually build a new student managem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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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3年,国内共有各类高等院校

3074所,在校学生人数达到4763.19万人,同比增长108.11万人。

着眼学生群体数量大、社交需求高、自我意识强等特点,高校在

常规教学过程中,创新学生管理策略,强化学生对信息的辨别能

力,建立健全以新媒体时代为特征的学生管理理论和管理体系,

旨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 

1 新媒体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产生的影响 

梳理新媒体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产生的影响,实现教师管

理思路的理顺和管理重点的明确,为后续学生管理路径的创新

以及管理策略的调整提供方向性引导。 

1.1改变学生信息获取方式 

微博、微信以及短视频等各类新媒体,深刻改变了学生的信

息获取方式,通过智能手机、电脑等设备,登录各类平台,随时获

取游戏、书籍、旅行等信息资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中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其中学生群体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职

业群体,占比26.9%,相较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学生更

加倾向于利用新媒体检索、阅读、评论以及共享信息[1]。学生

在信息获取中,受到生活阅历、知识储备等因素影响,难以准确

辨别信息真伪,极易受到网络谣言、虚假广告、低俗内容的冲击,

对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负面作用,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学生

的健康发展[2]。 

1.2不断拓宽学生社交空间 

新媒体深刻改变了学生原有的社交习惯,拓宽了社交空间,

学生使用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能够打破时间、空间限制,与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进行交流[3]。社交

空间的拓宽,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交流能力,例如学生通过访问社

交软件上的不同群组,参与各类话题讨论,逐步积累知识,增长

见识。以新浪微博为例,作为国内常用的社交软件,2023年,共有

各类高校社群80多万个,涵盖电竞、动漫、阅读、电影、音乐、

绘画等多个领域[4]。学生通过微博的检索功能,参加各类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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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组线上分享、讨论以及线下活动中,获得全新的社交体验。

新媒体有着较强的匿名性和隐蔽性,发生欺诈、恶意传播信息等

行为的发生概率较大,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麦可思研究院

开展的在校大学生消费情况研究显示,58%的高校学生收到诈骗

信息,上述情况的发生,造成经济损失,对学生心理健康产生了

极大威胁。 

1.3持续影响学生学习习惯 

新媒体改变了学生既有的学习习惯,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实

际,通过在线课程、网络学习资源等渠道,完成学习任务,对于学

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产生正向作用,推动学习活动的碎片化

和自主化[5]。同时,新媒体技术搭建的学习平台,对学生有着较

强的吸引力,借助视频教程、在线讲座、虚拟实验等方式,转变

知识呈现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根据《2023年关于大学生

网络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大学生在校期间平均每周网络学习

时长达到18.9小时,新媒体逐步成为高校学生主要的学习方式。

新媒体的应用,容易引起学习的浅表化,学生短时间内接触大量

信息,出现记忆力不集中、时间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影响了知识

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2 新媒体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明确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找准问题产生根

源,把握主要矛盾,引导教师快速调整学生管理方式,因势利导,

因情施策,发挥新媒体在学生管理中的正向作用,为学生管理提

供新的路径与方法。 

2.1高校学生管理思维固化 

新媒体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应对学生

管理的新变化,满足学生管理的新要求,教师应当调整思路,明

确目标,细化要求,推动学生管理工作的精细化和体系化。从实

际情况来看,部分高校教师仍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思维,强调自

上而下的单向管理方式,注重规范和纪律,忽视了学生的主体

地位[6]。新媒体时代,学生的思维更为活跃,个性化发展的需求

更为显著,固化的学生管理思维,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甚至引发抵触情绪。同时,思维的固化使得学生管理方法缺乏

灵活性和适应性,难以顺利完成网络舆情引导、心理健康教育

等任务。 

2.2高校学生管理方式机械 

高校学生人数规模大、需求多、个性强,为保证日常管理活

动的稳妥开展,需要采取更为灵活、更为丰富的管理方法,适应

不同学生群体的管理要求。从实际掌握的情况来看,多数高校教

师倾向于借助班会、谈心谈话等方式,反馈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日

常表现,纠正错误行为,培养正确价值观念。新媒体时代,学生借

助微博、微信、短视频等进行沟通和交流,传统的管理方式,往

往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习惯,影响最终管理效果[7]。部分

高校认识到学生管理方式创新的必要性,尝试引入信息系统,运

用集约化管理举措,更新学生基础数据,开展奖学金评定、课程

安排等活动,制定针对性学生管理举措。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和技

术支持,部分高校使用的信息系统功能尚不完善,存在数据不准

确、更新不及时等问题,影响了学生管理的实效性与高效性。 

2.3高校学生管理内容单一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学生管理复杂化,学生面临的问题由人

际交往障碍等简单问题转变为理想信念弱化、集体主义淡薄等

复杂问题,教师作为管理主体,需要灵活调整管理内容,延伸管

理范围,消除学生管理漏洞,确保管理活动的针对性。高校在学

生日常管理中,将学习、生活以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对学生心理

健康、道德素养、创新能力关注度不够,影响管理效果。例如,

教师借助信息平台开展管理活动中,受制于管理内容的限制,无

法充分调动技术资源,对管理方法作出优化创新,无形之中,加

大了学生管理难度。 

3 新媒体视野下高校学生管理的基本策略与方法 

新媒体视野下,高校学生管理策略的完善与管理方法的创

新,要求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遵循客观规律,坚持问题导向,通

过搭建信息化平台,完善协同育人机制等切实举措。 

3.1持续转换学生管理理念 

为确保高校学生管理质效,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新影响,产生

的新变化,教师要着眼实际,按照学生为本、服务为先的基本原

则,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从学生角度出发,综合评估管理内容

和管理方法,适时延伸管理范围,定向创新管理方法,切实增强

学生管理能力[8]。同时,尊重学生的首创精神,尝试利用微博、

微信、短视频等各类新媒体,借助大数据技术,发掘、整理学生

的意见和建议,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最大程度地提升学生管理

的灵活。鼓励学生进行自我管理,根据高校特点和学生组成,合

理划分管理岗位以及管理职责,激发学生的主动性,通过将学生

纳入班级、社团、学生会等管理场景,提振学生的主人翁精神。

高校学生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整合优势资源,为学生健康发展

创造条件,着眼新媒体时代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要求,

教师坚持服务为先的理念,从学习服务、生活服务、心理服务

等维度入手,利用新媒体,提升教师的响应能力,不断增强学

生管理能力。例如,定期通过组织“学雷锋青年志愿者活动月”

“大学生科技活动月”以及“校园文化活动月”等方式,依托

各类活动,将学生纳入管理体系中,降低学生对日常管理活动

的抵触情绪。 

3.2不断创新学生管理方法 

高校在学生管理环节,为确保管理效率,强化管理质量,教

师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构建信息化平台,实现学生管理的信息

化、智能化以及集成化。为达到上述目标,高校要借鉴过往经验,

结合学生管理要求,对信息化平台的功能作出优化,将学生信

息、课程信息、成绩信息、社团信息等开展整合,同步做好信息

更新、存储,借助这种方式,实现学生基础信息的双向运用,教师

通过检索学生信息,制定差异化的管理方案,学生通过查询个人

信息,调整学习节奏和心理状态,更好地配合日常管理工作[9]。例

如,开发学生管理APP,将其作为社交平台,定期发布各类校园活

动信息,组织各种话题讨论,推送各类信息,使得学生能够及时

掌握动态,通过这种方式,降低网络谣言、诈骗信息对学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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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高校要引入市场思维,组建专业团队,进行微信公众号、微

博以及短视频等新媒体运营,打造高校新媒体矩阵,持续扩大新

媒体对学生的影响力,使用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信息,排除网络

谣言、诈骗信息对学生正常学习、生活产生的影响,确保学生始

终保持正向心理状态。考虑到新媒体的专业性,高校应当组建新

媒体管理团队,以学生干部、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制定

新媒体管理制度,健全完善新媒体内容发布审核机制、交流共享

制度以及突发舆情处置预案,以提升新媒体平台平稳运转。建立

新媒体监测机制,对新媒体平台的内容和互动情况进行实时监

测,定期对新媒体平台的运营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

调整管理策略和内容方向,提高新媒体平台的服务质量和管理

水平。 

3.3有效延伸学生管理内容 

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教师着眼新媒体下学生管理的新特

点和新变化,持续开展线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推动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的体系化、标准化和鲜活化,通过视频、图文等形式,宣

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10]。着眼高校学生就业要求,教师应当

向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业指导,通过新媒体平台,组织在线课程

推荐、学习方法分享、专业导师答疑等活动,辅助学生完成学业

规划,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建立线上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提供

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心理测试、心理咨询等服务,持续增强学生

的心理健康意识和自我调适能力。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和组织

校园文化活动,如文艺比赛、体育赛事、社团活动等。通过直播、

短视频等形式,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活动中来,丰富学

生的课余生活。开展网络安全教育活动,向学生普及网络安全知

识,增强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新

媒体,避免沉迷网络、泄露个人信息等不良行为。 

4 结语 

新媒体时代,学生信息获取来源、生活状态、思维方式发生

深刻变化,为适应新变化,应对新挑战,教师在常规教学阶段,注

重新媒体对学生管理工作产生的影响,围绕学生管理过程中暴

露出的问题,创新方法,完善路径,健全机制,旨在形成体系完

备、运行高效、服务优质的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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