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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美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促进作用
向超才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摘要：高职院校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学生心理问

题复杂多样化，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难以很好的解决当前问

题，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发展算是一条创新之路，加强高

职院校美育发展，是促进学生“真善美”全面成长的重要途径，

本文从分析高职学生心理问题的特点与心理健康标准为切入点，

研究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美育在心理健康教育的促进作

用以及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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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之特点与心理健康之标准

（一）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之特点

近年来，全国高职院校发展迅速，学生逐年增多，目前国家

大力扶持职业院校，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中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

重要地位”，足以表明，职业院校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位置。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人才

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以培养大国工匠、高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

但也面临许多的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愈加突

出。

高职院校学生生源种类复杂多样，加之受教育以技术技能为

主，相比普通高校，学生有着不同的心理特征。本文以四川城市

职业学院相关心理调查数据作论证分析。

此次调查数据根据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测评得出结果，

问卷调查收到问卷 18415 份，包括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

学生心理调查问卷共八道题，每道题按 5 分制评分，问卷总分为

40 分，分值越高心理困扰程度越大，单选项得 4 分提示存在对应

选项的困扰，其中评分为 4 以上比例最高的选项是就业问题而感

到焦虑，人数达到了 12.25%；然后是学业方面的压力，人数占比

达到 7.48%；其次为情绪低落、人际矛盾、网络沉迷，担忧感染风险、

身体相关疾病、受到言语或身体上的针对与攻击这三方面的占比

和均分较低。此次调查数据从整体上还是反映了当今高职学生的

心理特点，从具体来说，目前高职教育并未被大众真正认可，学

生多数因高考失利而选择就读，学生的自卑感、自信心缺失油然

而生，加之学生家长缺乏正确引导、社会风气、原生家庭自身等

问题，导致学生自我认知偏差、挫败感强、情感脆弱、焦郁、抑郁、

人际关系敏感、自尊心强等心理问题突出。

（二）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之标准

2023 年 4 月 20 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指出心理健康教育

的指导思想，即“培育学生热爱生活、珍视生命、自尊自信、理

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和不懈奋斗、荣辱不惊、百折不挠

的意志品质……”；同时把“五育并举”促进心理健康作为主要

任务之一，即以德育心、以智慧心、以体强心、以美润心、以劳

健心，这其实将德智体美劳与心理健康联系起来了，表明心理健

康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共同促就而至。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指示，我们了解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

同时，我们要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是什么，特别是高职院校学生，

心理健康的标准即是智力正常、情绪健康、意志健全、人格完整、

自我评价正确、人际关系和谐、适应能力强、心理行为符合大学

生的年龄特征，这八条标准囊括了一个正常成年人的所有心理表

现，这也是大学教育目标之一。本文着重研究美育与心理健康教

育的关系，即“以美润心”的内在机制，从而进一步拓展心理健

康教育之途径。

二、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之关系

（一）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之异同点

美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都作为当今教育两大重要的不可分割的

板块，对学生健康成长都是不可缺失的部分，美育概念早在十八

世纪就被席勒提出，近代蔡元培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足以

见得，美育在教育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指出美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十分强调美育对人

的情绪感染和心理健康的“净化”功能和作用。他认为，接受审

美艺术的情绪感染，从精神上的极度狂热到心平气和，就是一种

“心理净化”的过程。此处表明美育与心灵成长有密不可分的关

系，美育促使人心情愉悦、情感升华、美化心灵，心理健康教育

无不为此，虽过程不同、方式不一，但都是为了培养出人格完整、

自尊自信、热爱生活、身心健康之人。

但不同之处在于，美育重在培养学生欣赏美、发现美、创造美，

激发人的创新力，在创作过程中达到以美润心的目的。而心理健

康教育则是根据学生心理发展规律，运用专业的心理学教育方法，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达到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意志品质。

（二）美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教育形式，艺

术治疗则利用表达性艺术来开展心理诊断与治疗，效果显著。艺

术治疗法是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种心理艺术疗法，这是由

精神分析学家南伯格创立，它主要是绘画者通过绘画工具进行作

品的创作。这种艺术治疗在心理问题治疗上有其独特性，通过在

艺术审美活动或艺术创造中获得思想解放，在过程中实现自我表

达和自我认知，将内心不稳定的情绪或矛盾转化为清晰的视觉形

象，释放焦虑情绪，从而获得成就感与自信心，达到稳定的自尊

水平。

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机构或组织将艺术治疗作为心理问题重

要的治疗方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在某些情境下更优于普

通的心理治疗手段，艺术治疗过程中，患者在审美或创作过程中

的行为可以更好展现人的本性，在作品呈现时，可以反映出创作

者的心理境况，治疗师从中可获取重要的信息，进而更好的与其

沟通交流，并达到预期效果，艺术治疗并不是通过作品来诊断，

而是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让人心理得到疏解，释放心情，更注重过程。

综上，美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有独特而又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仅是单方面的促进作用，而且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可以融合发

展，相信会衍生出很多新生产物。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尝试还处

于初级阶段，其中还有非常多的领域可以探索，需要更多的借鉴

国外的先进事例，尝试更多学科的融合，不要形成学科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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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职院校美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促进作用以及实施策略

（一）美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促进作用

第一，人格的完善。现代教育注重培养人的综合素质能力，

达到生理与心理结构的整体发展，若有偏激，便会失去平衡。如今，

物质生活充裕，人们精神追求贫乏，特别是被网络信息所轰炸，

甚至被智能手机绑架，无法自拔，人的心理素质就容易发展不平衡，

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来说，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如焦虑、强迫症、

抑郁等接踵而至，心智尚未成熟的学生更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引导，

人格的完善必将影响一生。美育可促进人整体思维的形成，其追

求和谐、平衡、协调、统一，学生在欣赏美的时候，就需要与作

者心灵交互，揣摩作品之内涵，从整体出发，去探索每一个细节

之精妙处，有时需要完全跳出来，研究作品创造背景，亦能有所获，

也便是一次美的洗礼。一件合格的作品，从近处看虽然有很多精妙、

高潮、跌宕处，但远处看亦是和谐、平衡的，这样才会显得作品

富有变化、节奏，更耐人寻味。

人格的完善还需要理性、感性思维的协调统一。人区别于机器、

动物的核心在于，我们是有感知能力、想象力的，是富有情感的，

我们的学生虽然以专业作为一技之长，但培养的不是机器人，而

是培养有血有肉、有独立思想的人才。美育活动中亦能兼顾理性

与感性的统一，无论是绘画、舞蹈还是音乐，都要讲求科学物理

的真实性，更要讲求想象力、情感的注入，否则便会是死板、无

生命力。中国人欣赏中国画更有同感，中国画多以水墨见长，颜

色多是淡雅、清新的矿物颜料，深厚的哲学思想所左右，传统的

“四君子”梅兰竹菊，作为文人画的代表，所绘外在形象只是载体，

更多表现内在精神气节，趣味无穷，这种情感的升华，亦是美育

之精髓。

人格之完善无不需要整体思维，心理的和谐、平衡、协调统

一皆是修炼，理性、感性思维要协调发展，不可偏激；在美育中，

有意识的提升感知能力、想象力是重点，情感的培养是核心，这

也是精神世界丰富的要领。

第二，对生活的热爱。美育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美学

原则渗透于各科教学后形成的教育；狭义指“艺术教育”，着重

培养学生审美素养。庄子云“天下有大美而不言”，生活当中无

处不在美，只是大家缺乏对美的认知，眼、耳、鼻、舌、身皆能

感知美，衣、食、住、行都有许多美待我们去发现，康德定义“美

是无目的、无功利性的快乐”，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世界并不会带

来真正的快乐。同样是一朵花，不会欣赏的人便是拿着相机，与

花同框拍几张照片便结束；而喜欢观察之人便会仔细观赏，欣赏

花之精神，闻花之体香，驻足留恋，若了解花之历史，花的鲜艳、

气味都跟它的繁殖、延续密不可分，除了花，世间多数动植物都

在为繁殖而忙活，这也是一种美的体现，不带有目的、功利性。

除了看，还要学会听、闻、品，听音乐时，除了分辨歌词之

美，还要欣赏节奏之美，或急、或缓、或高、或低、或柔、或刚、

或清脆、或旷野皆是一种美，只要驻耳细听，便能领略作者的感情，

与之形成共鸣。用鼻子闻或用舌头品亦是如此，享受理性与感性

情感的交织，将自己的感知能力培养起来，从中便能发现非常多

有意思的事情，你会对生活无比热爱，生活的趣味无所不在。

第三，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美育促进人格的完善，不但培

养了整体思维能力，而且从中领悟了和谐、平衡、协调统一的重

要性，这对于学生自我认识的提高非常重要，在生活中感知能力

的增强，让学生更加自信，理性与感性思维的交织下，更加善于

与人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情感，多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人

际交往能力也会得到改善。

（二）美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策略

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很多相通之处，在培养学生过程中，

不必划清界限，应形成合力，开创更多有意义的方法。前文所述，

艺术治疗便是一条创新之路，传统的心理治疗，就事论事，强行

从思想上予以开悟，不一定奏效，美育之路或许是非常有效之法。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问题多为自我认知偏差、情感脆弱、焦郁、

抑郁、人际关系敏感、自尊心强，美育针对这些，恰是有很多可

为之处。具体如下：

第一，高校心理教育部门应与美育教师或部门形成思想统一，

形成合力，大家思想上要相互认同。第二，要有固定的美育场所，

区别于传统的艺术培训场所，设备齐全，可按不同美育类别划分

不同区域。第三，要有固定的专兼职美育心理师，定期培训，形

成完整的考评机制，完善评价体系。第四，美育活动多元化，文

化馆、艺术馆、博物馆、自然风景区等，都可用于美育活动，不

要局限于校园内，经常带学生出去接触人文风景、接触大自然。

第五，定期开展艺术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美育心理专家进校，

为学生们拓宽视野。第六，鼓励开办美育心理相关社团活动，让

学生自我策划、自我设计、自我完善，学校可适当给予经费支持，

让更多的学生参与活动之中，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丰富自

己的精神生活。

四、总结

如今，高职教育发展迅速，学生基数增大的同时，心理健康

问题也层出不穷，原因是多元化的，原生家庭、社会环境、教育

背景等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导致学生抑郁、自卑、情感脆弱、

人际关系敏感等问题较突出。针对这些问题，国家也作出了很多

指示，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要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经研究，美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上有特殊的作用，

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虽表面上有所区别，但本质上殊途同归，皆

是培养人内心的“真善美”，促使学生心情愉悦、情感升华、美

化心灵。

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亦可融合发展，可以研究出更具创新性

的产物，例如“艺术治疗”在国外发展多年，也取得了很多成就，

就是通过美育手段帮助心理问题者，达到心灵沟通与启迪，效果

是显著的，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借鉴，美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上的重

要作用可显而知。概括来说，美育可促进人格的完善、对生活的

热爱与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等，作用可分为显性和隐性的，不可

详尽叙之，待进一步研究发现。美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策

略主要是思想的统一、场所与师资的完善、活动多元化、专家的

引领与各部门的配合，目前多数高职院校美育还待进一步重视和

完善，美育之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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