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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资源，对于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心态具有重要意义。针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融合和实践方式上的不足，提出提高大学教师和辅导员自身

素质、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开展德育实践、开展新媒体文化宣传等途径，以提高大学生积极心理素质。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心理健康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hen She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n. 2nd, 2023; accepted: Aug. 4th, 2023; published: Aug. 16th, 2023 

 
 

 
Abstract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ains rich psychological thought resourc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the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ment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view 
of the deficiency of integration and practic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way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l-
lege teachers and counselors, create a good cultural atmosphere, carry out moral education p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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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e, and develop new media cultural publicity, so as to improve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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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是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智慧

的结晶，蕴含着丰富的积极心理学思想，是当代大学生心理教育资源的“源头活水”。对新时代大学生

而言，深入挖掘与利用传统文化中积极心理学思想，有利于引导其树立起坚定的理想信念，促进健康人

格的养成，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不仅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深深影响着

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处在世界瞬息万变的大环境，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发生着改变。许多大学生因学习

压力大，交际困难，感情纠纷，就业压力大等问题而苦恼。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是当前我国教育界亟

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心理教育资源进行发掘，并与之相结合，是大学生心理教育

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众多思想观念，汇聚而成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产生

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反映着中华民族的特点与风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

神纽带，其连接着大学生个体与国家民族。学习中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

其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重视道德教化，要求将个

人的道德修养、理想价值与国家、社会发展融为一体。大学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孕育出来的新一代，

更应该主动去学习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因此，我们

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道德理念、

人生观、价值观、奋斗精神和人生态度贯穿于整个心理健康教育的全过程，进而促进大学生的全面且健

康的成长。我们要充分挖掘与利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积极心理学思想来教育、引导和感化学生。这不仅

有利于大学生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形成健康人格，而且能够有效调节大学生的情绪心理，丰富大学生的

生命体验，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积极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落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一

环。中华优秀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深刻领悟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用其顽强的生机和活力滋养学生们精神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体验感。优秀传统文化的切入与贯穿教学，使学生以亲身体验的方式了解所学知识，并将其运用到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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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生活中，有利于解决其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心理困惑和矛盾，促进自身心理健康成长。在教学过程

中，教育者可以采用朗读经典的方式，让学生分组朗读课文，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分享自己的感受

与领悟。让学生在朗读过程中，汲取到对身体、精神都有好处的营养。与此同时，通过组织知识竞赛、

主题辩论、角色扮演等方式，自然地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文化。这有利于学生在体

验和浸润式学习中提高其思想品质，调节身心，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持续发展动力 
中华优秀文化具有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特点，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个人修养等

诸多领域中，显示出不朽的魅力与时代价值(于惠玲，刘乐，闻婧等，2023)。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闪耀着

中华民族的精神光辉，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能够为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符合新时代大学生

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满足对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大学生精神

世界，不仅有利于为高校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眼界，而且有利于中华优秀文化创新发展。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再创作、再转换，找到一条行之有

效的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创造、再转化孕育出新的生机与力量，为大学生的心理品质与综合素养

提供一个培育的载体与源泉，两种方式相互促进。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困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既往历史中创造的精神财富之精华，将其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有利于发挥重大价值(杨颖，2023)。但是，要将其生机活力自然而然地融入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挑

战。二者融合过程中着存在问题，融合方法还需完善。 
(一)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离脱节 
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出现了分离脱节的现象(白

彩梅，王树明，2021)。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教与学的分离。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与中

国传统文化教育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二者的分离不利于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进行。传统高校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教育，缺乏对文化思想和

精神的分析。第二，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为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少高校

开设了大学生心理健康等课程，并成立了相关的教学与管理组织心理健康中心、心理健康咨询室等，并

开展了一系列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心理实践活动。但是，两者之间的融合度不高，效果不佳。这容易导致

大学生错误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不利于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难以让其生机与活力滋润其精神世界

(赵旻，黄展，2014)。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应当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断探究科学的融合

方式，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精神滋养作用。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方式不够科学 
高校学生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的融合过程中，还存在着融合途径不科学，没有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有效地应用于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中。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立德树人、育人铸魂的

一项重要工作，它以心理品质的塑造为重点(郑敏燕，2011)。其主要目标是提高大学生对自身的认识，学

会自我情绪管理，提高自我心理调节和预防能力，培养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以适应学习、社会

和职业需要。高校学生在吸收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还面临着一定的局限。例如，一些教育工作者在运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在这一过程时，教育者往往偏重于运用其中

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以思想、道德、品德等标准对大学生的行为与心理进行分析与指导，而忽略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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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理健康教育的原理与方法来指导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有太多受教育德

育化、思政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刘姗姗，2019)。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的心理健康教

育，主要是在课堂上进行理论知识的传授，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不能更好地了解和掌握

中华优秀文化，不能更好地发挥中华优秀文化的功能。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教育与实际践行不一致 
不少高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不相统一，将其纳入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

方式不够合理。即便是在教学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心理资源引入课堂，也偏重于对其思想、

内涵的阐释，过分注重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的灌输，忽视了学生的健康心理素质

的培养(鲁力，2016)。还有一些教育者没有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他

们认为，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是由于自身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社会阅历造成的。只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

德方面的教育就行了，忽视了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此外，部分教育者认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是一个专业问题，需要学校配备专门的心理学教师。许多教育工作者还在坚持理论化的教学方式，让

学生一节一节地学习心理学的理论知识，然后照本宣科地通过理论课的考试(李国强，2009)。在处理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上，很多教师都采用了“医师接诊”的消极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学生遇到问题教师

解决，就像有问题找医生。教育者没有积极地利用传统文化来引导并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干预，也没

有为学生的健康心理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主、客观环境，从而将某些心理健康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韩振峰，

2020)。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探析 

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心理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正面影响，必须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

的心理学资源，通过提高高校辅导员传统文化素质、开设传统优秀文化课、创建优良校园文化、创新新

媒介等方式，来提高大学生的正面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 
(一) 提高教师文化素养，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与思政教育 
在高校中，把包含着积极心理学内容的传统文化引进到高校，必须先建立起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课程体系。采取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并将其渗透到学生的内心深处(张维，张秀霞，于伟彪，2021)。
与此同时，还必须提升任课老师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任课老师既要

讲好自己的专业课程，又要加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发掘出优秀传统

文化所蕴含的正面的精神力量，并将这些力量运用到自己的课堂教学之中，从而达到以文化人、以德育

人的目的。辅导员作为高校教师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想让学生们更加坚定自己的文化自信，

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心理调节作用，就必须要让辅导员队伍的成员们在第一时间提升自己的

文化素质。让他们自觉地、主动地营造出一种学习优秀传统文化、践行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在思

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来塑造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他们从内心深处对优秀传统

文化有一种自觉的认同，从自觉地吸收、接纳优秀文化中的仁爱观、辩证观、觉悟观等方面来调整自己

的心态，让他们能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学习优秀传统文化，辅导员可以提高自身的素质，

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成长成才。同时，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也可以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化素

养和人文修养。让学生们能够更加自信、有力量地去面对生活。 
(二) 加强环境育人，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育人实践活动 
学校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阵地，校园、家庭环境是大学生的精神家园，有策划的传统文化育

人实践活动引领着学生的价值追求和发展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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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品质等不仅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精髓，更是滋养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提振当代中国人精神力量的

源头活水和不竭动力(王新刚，2018)。因此，要在校园营造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还要加强文学

经典的阅读和琴棋书画等相关实践活动。经典作品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道德劝诫，面对困难的坚韧

不拔的精神都对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上有着积极的作用(杜玉春，辛玲玲，姚红侠等，2012)。例如大学生在

面临考试的焦虑、择业的压力、成长的烦恼过程中要适度调整自己的心态，保持“中庸之道”对自己的

心理进行适当的调节，对自己的言行进行适当的约束。在愤怒和悲伤情绪中，控制自己的情绪，维持平

衡。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很重要，负面悲伤的情绪会影响人的理智与判断。保持良好的心情，积极面对生

活中遇到的一切事是大学生理想的心理素质。其次，家校联动，重视家庭教育。“人之初，性本善”，

人的性格的形成和他在家庭中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孩子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原生家庭影

响，所以父母一定要重视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爱之深，责之切”，对孩子多一些包容和理

解，多一些耐心和陪伴。性格是可以塑造的，在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中，多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

氛围。家长应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学生心理健康离不开家庭这个环境，要多和学生父母沟通，

共同努力，多方面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三) 创新媒体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活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们通过各大社交平台如贴吧、抖音、微博、微信等进行信息传播与接受。新媒

体无疑对大学生心理情感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对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言行举止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新媒体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运用新媒体，引导大学生参与到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新传播中，既可以挖掘其自身的潜力，又可以引导其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心理资源，培养其积极乐

观的心态。另一方面，如运用不得当，很容易被负面信息所影响，不利于大学生积极健康人格发展与培

养良好的心理素质。面对“人人有手机”的时代特征，让大学生参与到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之中，对其进

行改编和创作，使其在接收的过程中，能够积极地向社会传递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品德资源。

为了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我们应利用新媒体这一平台，例如微博、微信等平台。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

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新媒体平台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新方式，具有形式多样、信息丰富、影响广泛等

特点，大学生们在利用新媒体进行学习和娱乐的同时，要提高自我约束力，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传播。

通过合理安排学习和娱乐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劳逸结合，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活动，从而维护身

心健康。大学期间也是自我认知能力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5.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先贤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积极心理学思想。新时代大学

生应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积极心理品质，促进身心健康。高校应深入挖掘与利用传统文化

中的积极心理学思想，创新高校德育工作方式方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充分发挥其在大

学生心理教育方面的独特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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