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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媒介是高校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事务管理的重要载体。融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群

体特征变化,高校大学生管理面临冲击。本文详细分析了融媒体背景下大学生自我管理缺失的原因、影

响,并探讨此种情况下如何利用融媒体,结合时代特征,分阶段开展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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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到来,获取信息的方式

正发生改变,网络原住民—00后大学生,

已成为高校主力军。有效提升大学生自

我管理能力,已成为高校制度建设面临

的重要课题。高校需充分结合时代背景,

培养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从而利于大

学生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利于高校建设

优良学风和提升就业竞争力。 

1 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缺失 

自我管理能力是学习者依靠主观能

动性,调节自身的思想和转换行为达到

学习的目标,实现自我管理。高校学生管

理大多仍处于传统“老师管学生”模式,

以规章制度实施管理行为。刚性管理模

式侧重于“管”,学生自主参与率低,以

致管理效果不明显,会出现逆反心理,激

发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矛盾。互联网时代

加剧社会进程,良莠不齐的多元文化价

值渗透大学生的思想,影响大学生的日

常行为,表现出游戏成瘾、空心病、躺躺

族等现象,淡化学生自我管理意识,冲击

高校学生管理制度。而00后大学生物质

生活条件优越,主体意识强,个性化突出,

不易改变习惯性认知。由于高中阶段父

母和老师灌输“考上大学就自由了”的

思想,远离父母约束后,大学生缺少人生

规划和自律能力,无学习动力。大学生缺

失自我管理能力,将严重阻碍大学生个

体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人才资源的供给。 

2 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缺失的

影响 

2.1学业问题 

从高中“分数至上”到大学的“60

分万岁”,大学生学习能力降低,出现熬

夜突击、复习即预习的现象。与学业问

题学生谈心谈话发现大多数学生表示无

监督情况下无法克服学习困难。大学阶

段学习环境轻松,获取知识的平台繁多,

需要学生去判别和选择。新媒体的介入,

纸质学习资源淡出学生视野,碎片化阅

读方式降低了学生阅读能力和专注力。

学生认为自己能通过网络资源获取知识,

不愿与老师、同学交流学习方法和经验,

实则缺乏了学习系统性。随着学习自我

效能感的降低,学生学习热情降低,久而

久之失去学习兴趣,出现挂科、留级、延

迟毕业等学业问题。 

2.2心理问题 

由于被管而不是自管的现状,大学

生心理往往处于亚健康状态,作用于大

学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生活中的

种种,加之网络舆论和非主流媒体的价

值观引导,学生看待事情爱钻牛角尖,不

能及时自我排解心理压力和疏通心理障

碍,会出现抑郁、自杀等不良现象,危害

自身身心健康,扰乱校园秩序。媒体的介

入使得大学生的社交范围变广,但从效

果上看,大学生大多选择微信、qq、知乎、

豆瓣等快捷方式接触社会,与外界亲身

接触、交往的机会变少,与社会缺乏沟通,

在心理上易出现孤僻,行为上甚至表现

出暴力。融媒体发展速度快,校园广告、

微商、网贷、带货直播、游戏主播等包

围了大学生的生活,学生群体缺乏辨别

能力,容易产生超前、跟风消费的错误消

费观,导致校园贷乱象,给贷款学生和家

庭造成极大心理压力。 

2.3就业问题 

大学生不就业既影响自身的人生发

展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性。大学生就业

问题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学业问题

引起的就业恐慌,二是工作满意度和个

人期待不匹配,无法适应就业现状,三是

无劳动意识,父母可以养活自己。第一种

状况下的毕业生是由于学习成绩差,不

自信,总认为没有企业愿意聘用自己,无

有效的职业规划,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第

二种状况大多是成绩优异的学生,认为

自身在工作岗位上可以“建功立业”,

但是工作和学习存在差异,工作是知识

的实际应用,知识储备多,无法输出应用

在工作岗位上,也是纸上谈兵。第三种状

况的原因是毕业生劳动创造意识不强,

大学期间依然是“要钱张口”的生活状

态,认为毕业后应该从事体面高收入轻

松的工作。总结三者的共同点,即学生处

在就业磨合期,在校期间自我管理能力

不足和对职场生活的不适应延长了磨合

期,错失就业和积累经验的时机,制约大

学生职业发展。 

3 融媒体下大学生自我管理能

力的阶段式培养 

大学生刚结束学业繁重的高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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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人的约束,需要高校校园生活适应

期。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不可脱离实际

和一刀切,要依照学生发展的规律,结合

时代特征,循序渐进,从被管到自管,实

现大学生自我管理的阶段式培养。 

3.1意识觉醒期：引导学生树立自我

管理意识 

高校思政工作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审慎细微,以小事为切入口,开展有意义

的校内外线上线下活动,引导学生进入

主人翁角色,感受自我管理的义务感,寻

求自我满足,完善自我形象。融媒时代背

景下,单一的信息获取不能满足多数人

的需求,报刊也从单一的文字报道到文

字图片相结合,现阶段的融媒体则是将

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结合,更加立

体全方位展示信息的内容。大学生作为

网络原住民和资深网上络冲浪者,渴望

校园生活与网络生活的相交相融。高校

可借助融媒体手段,开展班级线上volg

版块,全员参与随手拍,记录班级学习、

生活,增强学生班级集体荣誉感和凝聚

力,同时提升学生自我管理和班级管理

意识,做到“管自己”和“管班级”的“双

管”齐下。创新校园广播、校园报刊形

式,分享直播先进校园或青年偶像典型

实例,长期跟进播报,校校联合,形成浓

厚校园自我管理氛围,加深学生思想意

识管理。 

3.2反思深入期：切实提高学生自我

管理能力 

大学生进入自我管理角色后,因存

在个体差异性,自我管理能力及效果会

有所偏差,如不及时纠正,还会出现反作

用,影响高校大学生自我管理水平。可采

用以优带劣、以点带面的方式,经验分享,

共同进步。设立公共邮箱、答疑解惑墙、

自我管理能力体验小项目等,使学生在

群体中找到问题的源头和解决办法。家

庭教育也要摆在突出位置,父母应加强

对子女的人文精神关怀,用心关注大学

生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休闲时间分配,积

极适当交流,以巩固高校培养管理能力

成果,促进家校共教培养模式的发展。建

设专业化理论指导,开设管理能力选修

课,提供优质资源,指导学生做到理论实

践化和实践理论化的双重升华。互联网

进程加速,冲击学生思想底线,专业化交

流指导帮助学生筛选不良信息,避免信

息爆炸对大学生自我认识和管理带来的

强烈影响。 

3.3自胜升华期：充分体现学生自我

管理的价值 

提升自我管理能力的过程中,除外

界给出的建议和纠正外,大学生自身能

发现别人看不到的缺点,往往这种缺点

是阻碍自我管理能力发展的最根本原

因。制定自我管理手册,逐条列出目标、

途径、实现程度、未完成原因等,学生自

主评分,达到自我更新。激励的另一种方

式是“实践+肯定”,长期坚持却看不到

成效,容易引发情绪,放弃目标。高校应

搭建校园安全网络平台,以问卷、互访等

方式实时了解学生动态,挖掘学生亮点,

通报学生行为结果,激励学生更大程度

坚持自我管理。 

4 总结 

对新时代的大学生而言,高校应创

新学生管理模式,从生活学习的各个方

面重点培养学生在校期间的自我管理能

力,把握不同时代大学生群体特征,以信

息媒介为载体,切实提升大学生自我管

理水平,满足学生个体需求和个性发展

的同时促进青年大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

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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