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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平台的“90 后”大学生教育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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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信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新生事物已经成为高校大学生尤其是“90后”大学生的必需通讯工具。考虑到“90

后”大学生这一群体的个性特点及微信等新媒体交流工具的普及，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已经落伍，如何更好的利用

“微平台”进行大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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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是高校管理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学生健康成长的基

础，更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随着微博、

微信等新兴网络工具的出现，社会媒体发展进

入到“微时代”。据腾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微信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月活跃用户数已达

6 亿之多，其中 60% 的用户在 30 岁以下，而青

年学生则占用户总数的 19.7%。此外，在各大高

校中，价值观念多元化的“90 后”已经成为高

校的学生主体。在“微时代”，如何对特立独

行的“90 后”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教育管理，成

为社会竞相争论的话题。

 1　“90 后”大学生群体的行为分析 

“90 后”大学生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成效

明显和信息飞速发展的年代，“独生子女”家

庭环境造就了他们个性张扬、乐于表现，目标

明确、意识客观的性格特点。美国心理学家华

生的分析表明，人除了某些基本情感是由遗传

所得之外，各种行为模式都是通过社会学习形

成的 [1]。与 80 后相比，“90 后”思想观念深受

市场经济、互联网环境和全球化的影响，这也

使得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

1.1   自我独立，彰显个性

90 后大学生表现出很高的自主性和很强的

竞争意识。他们作为每个家庭的中心，更希望

得到认可与尊重；他们的独立意识使得其不再

满足于课堂上灌输的知识，而是更加注重自我

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他们敢于客观的评价

社会万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但与此同时，

相当一部分同学仍将自我利益放在第一位，“自

我化”现象严重，不愿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或者

带着功利的目的加入学生组织，没有奉献意识，

缺乏集体意识。

1.2   人际交流网络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上

网已经渐渐成为 90 后大学生学习和交流的主要

方式。调查显示，99% 的大学生有上网行为，

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为 3.2 小时 [2]。微信、微博、

QQ 等成为 90 后大学生抒发自我的园地，在这

些平台上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得

到思想交流上的满足。同时，打游戏、网购等

也成为大学生打发课余时间的主要方式，随之

而见的是“鸭梨”、“神马都是浮云”、“刷脸”

等口头禅都是借助这些网络平台实现的。值得

注意的是，一些大学生沉溺其中，容易模糊网

络和现实的差异，从而造成心理扭曲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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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价值观念多元化

生活质量的提高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社会的日益开放使得 90 后的社会价值观呈现多

元化的趋势 [3]。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

多元文化影响下的他们表现出“实用化”“功

利化”“自我化”等价值取向。调查显示，“90

后”大学生仍保持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但

是他们价值取向模糊，甚至出现了令人担忧的

拜金倾向；他们具有良好的道德观念，但相当

一部分人对于个体的道德追求存在缺失 [4]。如

何在多元的价值取向中寻求价值共识，引领“90

后”完善人生观，是高校教师必须考虑的问题。

1.4   心理脆弱

“90 后”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心理相对

脆弱，抗压能力差，难以承受孤独寂寞，易于

出现各种心理问题 [5]。他们离开父母来到大学

后，也意味着进入第二次心理断乳期。生活环

境和人际关系发生很大的改变，学习压力、生

活压力以及就业压力迎面而来，强烈的心理落

差很容易导致消极心理的产生以致严重影响正

常的学习生活。此外，学生对于所学专业的喜

爱程度也严重影响了其在大学的生活学习状态。

 2　微信平台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 

传统的“师道尊严”——命令式管理、批

评式教育的模式与“90 后”大学生的“平等观”

相冲突。在教育管理内容上，部分教师对学生

管的过多过细，反而会导致许多学生对很多事

情失去兴趣。与此同时，由于微信等打破了常

规的聊天模式，实现了音频信息与视频信息的

快捷传播，任何人都可以利用移动通讯设备在

最短的时间内，发布任何想说的话，上传自己

想“晒”的任何照片。相比传统呆板的文字通信，

微信息传递更具人性化、更贴近生活，极大满

足了 90 后大学生群体的需求。然而，微平台的

出现也给传统的管理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1   微信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由于高校辅导员班主任工作的特殊性，事

务性的事情比较多，而学生的课余时间比较分

散，交流时间有限，不能很快与学生熟悉起来，

影响交流。随着微信的普及，班主任辅导员可

以全面的展示自我，寻找与学生的共同话题，

拉近距离，通过学生“晒”的新鲜事，了解学

生的心理状态，及时沟通，进而建立良好的关系，

方便更好的开展工作。

2.2   微信削弱了学校的主导性和权威性

传统的模式是面对面的交流，上情下达、

下情上达的模式，学校、老师是整个教育活动

的中心，辅导员和班主任更是权威的象征，人

生的引路人，思想言行都受着严格的规范教育。

但是微信在高校大学生中的普遍使用，把线下

与线上，现实与虚拟进行融合，把个人社交圈

立体起来，使大学生社交圈子变得多层次多元

化。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弱化了辅导员、

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2.3   微信加大了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难度

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

时期，缺乏理性的判断能力，微信平台信息的

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对学生的成长以及价值观的

形成产生诸多的影响，很容易被动地接受外界

的信息，传播的信息和问题呈现多维的态势。

对于大学生这一需要培养自我独立思维能力的

人群来说，导致大学生价值观的指向难以聚焦，

高校引导学生的难度加大，信息过载和不健康

的负面信息、图片也可能大量进入大学生的视

野，造成其道德感与价值观的冲击。

2.4   微信减少了同学之间的面对面互动

同学之间更加虚拟化、更多的班级事务都

会通过微平台来实现。同学之间面对面的交流

减少，同学之间相处的方式也有所改变，这也

改变了 90 后大学生走入社会后的处事方式。与

此同时，微信平台影响了同学之间的感情，人

与人之间变得“陌生化”。

2.5   过度痴迷微信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

随着学生宿舍 wifi 覆盖率的提高和移动互

联网的发展，部分学生每天一睁眼就是打开手

机看朋友圈，晚上睡觉之前也躲在被窝里盯着

手机，作息时间仍用微信与同学保持沟通，这

严重影响了他们正常的作息时间和课堂学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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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同时，部分 90 后的大学生，过分依赖微信

导致自身深陷入微信所营造的虚拟社会互动中，

形成孤独、自闭的社会性格，成为“容器人”。

 3　微信平台在大学生管理中的对策与思考 

3.1   加强监督管理，传播正能量

通过手机客户端的微信平台，班主任、辅

导员与学生共同成立微信群或公众关注号，通

过微信平台了解学生关注的事情，及时下达学

校、学院、学生组织的相关信息，把微信作为

收集学生对学校建设、学院发展和个人成才的

反馈渠道，及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提高工作

效率；此外，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传递更多具有

正能量的信息，分享心灵鸡汤、学习心得、人

生感悟等，引导学生多多了解正能量的信息，

更加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失败，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具有正能量的

人。

3.2   以微信为观测口，线上线下互为补充 
90 后同学在朋友圈的分享多为抒发情感，

班主任、辅导员要通过密切关注学生的朋友圈，

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同时，可以通过朋友圈

和学生加强互动，增加 90 后学生的存在感，让

他们感受到来自学校和老师的关注和温暖，增

加学生对老师的信任。但是，深层次、更为有

效的互动还是要依靠线下传统的交流方式。线

上互动拉近学生与老师的距离，线下交流有利

于实际问题的处理，线上线下互为补充，达到

最佳效果。

3.3    引导学生加强道德素质，共同维护微信平台

微信平台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便于大家随

时将发生的事情以及内心的想法发布到网络中，

另一方面，如果盲目的转载或者断章取义式的

发布，则会引起误解和误传，从而造成网络危

机事件的发生。此时，就要求我们学生管理工

作者，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和道德培养。在

网络微信的环境中，大学生们不仅仅是单纯的

受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

者，自觉遵守网络微信使用和发布准则迫在眉

睫。“完整、正确、恰当地将自己的意思、态

度和想法传达出去，才能真正称得上媒介的主

人，具有媒介素养的人。”学校要通过强调大

学生在发布微信时作为传播者的道德义务，加

强其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其道德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强化大学生为自己的传播行为负责的观

念 [6]。

此外，学生干部应该成为引导舆论的中坚

力量，因为他们更了解身边同学的思想，更容

易得到同学们的认可与信任，可以发挥日常生

活与微信空间的双重影响力。在现实中，许多

看似完全个人化的行为，其实会受到内在化的

“群体”即群体规范的影响 [7]。学生管理工作

者应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舆论感染力，以

点带面，用圈子的氛围去影响和感化学生，发

挥学生的主体性，开展同辈教育，引导舆论的

正确走向。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正确的利用

微信平台，让其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3.4    利用微信平台加强家校互动，形成教育合力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被称为教

育的三大支柱，加强家长与学校的互动，让家

庭成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引导大学生形成

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基础 [8]。微信平台不仅能

为学生家长了解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况提供便利，

还可以成为学生家长表达观点的媒介，成为沟

通两代人的桥梁。同时，通过微信平台对学生

家长的舆论宣传也必不可少，家长改变偏差的

认知也会带动孩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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