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中的渗透
蔡晓明

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在心理上的问题主要体现

在个人主义突出、协作意识缺乏以及奉献精神落后等

方面，导致个别学生产生极端的利己主义、物质追求、

不思进取等错误思想。若此类学生无正确引导而长期

发展下去，会丧失积极追求，缺乏精神斗志，导致最

终出现自卑、焦虑以及抑郁等不良情绪，严重时甚至

会诱发学生出现自杀倾向。因此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指导成为高校教育的必要内容，是推动大学生素

质提升、培养国家人才的重要举措。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经过历史沉淀后形成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的

世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传递出的思想具有可

指导性，能够影响社会的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及价值

追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能够以其包含的优秀思想丰富教育内容，使大学生在

有理论指导、实践前提的教育下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不断充实自身的内在素质。因此，当前高校必须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大学

生的文化自信，塑造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为大学生身

心发展提供保障。

一、 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

教育改革的推进使当前大部分高校提高了对大学

生心理素质教育的重视，不断研发新课程引导大学生，

培养大学生的良好心理素质。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教育

的时间太长，受到的影响太深，目前高校仍存在较多

因素影响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开展，主要存在以下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心理需求也在不断提

升，尤其对探索欲强烈和价值观处于生成阶段的大学生而言，更是精神需求出

现差异化的关键时期，精神需求的反差感极易导致大学生产生心理问题。高校

作为大学生学习和成长的主要场所，必须承担起引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责

任，建立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确保大学生拥有健康的心理状态。文章首

先分析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与策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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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问题。

( 一 ) 缺乏人文教育

我国教学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在高校教学中

表现出重视学生成绩、忽略学生素质的现象，再加上

之前文理分科的影响，部分大学专业的口径较窄，人

才培养模式单一。部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也更加关注

知识上的教学，没有对学生的人文精神给予关注，将

学生学会“做事”放在首位，忽略了学生“做人”的

重要性，导致部分大学生综合素质得不到提升。根据

对目前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现状的调查，人文教育的

缺失主要体现在大学的人文课程开设较少，教师将专

业教育作为重点教育内容，在开设“两课”（马克思主

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以外，几乎不涉及其他

人文学科的课程设置。虽然“两课”在一定程度上也

能够对大学生传授人文教育内容，但是在提高大学生

心理素质方面的作用远远不够。同时，由于部分教师

对人文教育的长期忽视，导致最终的教学效果不理想，

未能起到对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作用。

( 二 ) 缺乏有效的挫折教育

对当前大学生的心理素质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大

学生的抗挫折能力较差，部分学生缺少直面挫折的能

力，导致焦虑、疲惫、厌世心理明显，部分学生甚至

出现极端行为。以上问题的出现主要在于大学教育中

对学生的挫折教育远未达到学生需要的程度。调查发

现，当前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抗挫折教育的内容

较为贫乏，多只口号化地要求大学生要直面挫折、战

胜挫折，并未给出明确的面对挫折的方法，导致学生

接受的挫折教育空泛化严重。此外，大学抗挫折教育

的形式较为单一，大部分高校只是采用教师在课堂上

说教及谈话的方式教育大学生如何战胜挫折，没有对

学生进行具体指导，更未对学生当前的挫折处境给予

针对性的建议。长此以往，学生对说教式的挫折教育

抗拒感增加，影响了大学生在挫折教育上的进步程度。

( 三 ) 重工具性教育轻民族文化教育

大学生是我国综合实力建设的后备保障力量，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大学生对民族

文化的重视程度，影响着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未来发

展。对大学生进行心理素质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

质、培养国家优秀人才的重要举措，是保证中华民族

复兴的关键内容。当前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大学生

能够接触到的知识鱼龙混杂，如果不对大学生进行正

确引导，会导致大学生偏离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极大

地打击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甚至影响大学生民

族精神的形成。但是对当前高校的心理素质教育现状

进行调查发现，部分高校在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将

专业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忽略了对学生民族文化教育

的渗透，导致大学生进入高校后接触到的民族文化教

育减少，无法对大学生进行文化上的引导，不利于大

学生民族文化自信的树立。对此，高校必须重视民族

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在保证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定期

对大学生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的针对性教学，形成良好

的校园氛围，树立大学生的民族精神。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的意义

( 一 ) 有利于大学生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大

学生吸取传统文化精髓的需要。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最深层认同，是保证共同体长期存在的保障，

将中华优秀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能够有效

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

前，大学生通过互联网逐渐接触到众多西方文化和思

想，这种文化和思想在迁移的过程中，会极大减弱中

华文化的影响，使学生对西方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甚至部分学生认为西方心理学才是心理教育的根本手

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能够使学生接触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格完整性的

讲解，使学生自发地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从而

加强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了解。这种融合能

够加深学生的文化认同，使学生的民族自信不断觉醒，

在传统文化精髓的滋养下推动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 二 ) 有利于大学生心理素质提高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进行

融合，能够使大学生在传统文化的指引下梳理和挖掘

到积极的育人思想，使学生自发地调动自身的心理潜

能，不断关注自身的积极心理品质，从而对自身进行

恰当干预，保证自身心理品质的塑造。比如，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均能

对大学生产生告诫作用，使大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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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影响下，提高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增强直面挫

折的勇气，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的路径

( 一 ) 利用新媒体技术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

生中的发展和继承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借助新媒体技术的优势能够有效提高其传播力，

形成大学生全员参与的积极形势。首先，高校可以建

设专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页和公众号，定期在平

台上发布经典传统故事，使学生能够有专门的平台进

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其次，在短视频盛行的

当前时代，高校可以对学生布置短视频拍摄的任务，

要求学生将喜欢的民族文化故事以表演的形式拍成短

视频。这种短视频的拍摄任务能够使学生在拍摄前期

认真研究文化故事，对其中所体现的精神进行深度学

习，在拍摄的过程中，学生通过还原故事情节能够加

深对其中精神的理解，并在演绎中潜移默化地将其内

化为自身的精神思想，对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高校也可以推出一系

列学生节目，如《诗词大会》《地方风俗》等，使学生

在操办节目的过程中拓宽自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

识面，同时也能使观看节目的观众在趣味性较强的节

目中不断激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加深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起到全员育人的效果。

( 二 )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

大学课堂是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场

所，因此教师必须充分利用课堂教学。首先，高校要

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在学生的专业课程中添加具有

关联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丰富专业教育的内

容，使其具有生动性和可读性。高校也要在专业课程

之外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程或经典导读选修

课程，使学生能够在教师的讲解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有专业、深刻的认知，不断激发大学生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学习的积极性，推动大学生的自发性学习。

其次，教师要对当前的专业课程教育进行改革，在其

中引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理论教学

方法，积极引入经典案例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使学

生在沟通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渗透力和说

服力。

( 三 ) 开展的多样性的校园传统文化活动
高校大学生的探索兴趣较强，高校可以充分利用

学生的这一特点设置多样性的校园传统文化活动。高

校可以在校园中举办专门的传统文化节，以学生表演

的形式将传统文化生动展现在师生面前，达到教育的

目的。高校也可以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以节日氛围

为契机，向学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中秋节时，

高校可以开展赏月活动，向学生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关于中秋思乡的内容，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高

校还可以举办多种校园传统优秀文化比赛和活动，积

极激发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如开展民

俗舞蹈比赛、国画艺术展以及武术比赛等，在校园内

营造积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氛围。此外，高校也要

在校园内宣传中华传统节日，避免学生在西方节日的

流行趋势下遗忘传统节日，如可以组织学生在清明节

去烈士陵园扫墓和祭拜、在劳动节去敬老院做志愿者

服务等。总之，高校要积极开展多样性的校园传统文

化活动，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的正面影响。

高校是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的主要场所，其对大

学生心理素质的引导能够为大学生的长期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能够强化对大学生的教育观念。高校可以通过新

媒体技术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课

堂教学的作用以及开展多样性的校园传统文化活动等

途径，深化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在其

影响下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作者单位系廊坊

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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