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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中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中乡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以柳州地区为例

黄　琴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乡土课程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和青睐，本研究在积极心理学及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

背景和理念下，试图结合柳州本地区乡土课程教育资源，充分挖掘乡土教育教学资源优势，探究乡土课程资源在积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中的运用，为高中生探索自我、了解环境和社会做好准备，同时培养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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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以及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的完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再局限于传统教材及理论知

识的传授，而更多地以活动体验以及校内外丰富的教学资源相结

合为主。目前的研究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乡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还研究得较少，尤其是与积极心理学相结合的探讨。基于此，本

文结合乡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积极心理学在高中生心理健康教

育教学过程中的运用，探讨乡土资源的作用、意义和价值，以及

如何利用乡土资源，使之与积极心理学的相关主题和理念相结合，

以便更好地服务高中心理健康教育。

一、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和乡土资源的内涵与特点

（一）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以其“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和背景区别

于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塞利格曼为首的美国心理学家发起的

积极心理学运动，提倡开发人的潜能和天赋，改变过去局限于探

讨问题和症状的不足，更多地看到来访者和学生的积极面和进步。

积极心理学关注普通大众的幸福感，致力于让每一个人都活出自

我，提倡将注意的点放在希望与积极面，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探

索自身的优势。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关注积极心理学并尝

试运用积极心理学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乐观、希望、自尊、自信、

追求幸福等良好性格和积极素质，让学生能在自己的舞台上发挥

自己的特长，成为幸福的人。由此可见，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对学

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作用。

（二）乡土课程资源

乡土资源，根据黄浩森的定义，是指学校所在的某一个具体

的区域范围内的一切反映人们文化心理并且带有教育作用的内容。

本文主要将乡土课程资源分为自然地理资源、人文历史资源及社

会发展资源等三类。乡土课程资源具有多样化、本土化、开放性、

教育性、民族性等特点。柳州地区具有丰富乡土资源，在高中积

极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可适当融入具有当地的特色内容，丰

富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和实施途径。

二、高中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中融入乡土资源的意义

（一）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素材及资源

在寻找和挖掘乡土课程资源的过程中，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生

活实际，寻找和利用适合学生的教学资源，将乡土课程资源以游戏、

故事、视频等多样的形式和内容分享给学生，丰富教学的内容和

形式，在此过程中，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和探讨，不断丰富乡

土课程资源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体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成性和

互动性。同时，由于采用了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乡土课程资源也

将呈现出新的风貌。教师引导学生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去看待身边

的人和事物的过程中，可以将过去不被利用的“死”的资源变成

活生生的、生动活泼的课程资源。这样一来，就有源源不断的资

源可以随时补充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过程和内容当中，从而丰

富和拓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资源和素材。

（二）有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中阶段的学生以学业为主，很少进入到社会，即使接触，

也只是偶尔或者片面的，即时是身处自己的家乡，也很少有机会

仔细认真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历史文化资源，这本身是

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的。因此，作为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来说，

不但要承担起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的重任，同时还要为学生

创设适合的环境，让学生在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中，去感受

家乡之美，开拓学生的视野和眼界，通过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

源的熏陶，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培养学生的审美情

趣和抗压能力，使学生在自然环境中得到陶冶和锻炼，不段提高

自身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

（三）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爱家乡”的

情感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各个地方的乡土资源

中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高中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

中，将文化历史资源融入其中，使学生在受教育和熏陶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学生热爱祖国家乡、

爱民族的情感，促进学生主动宣传和推广家乡的美食、美景、美物，

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三、高中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中融入乡土资源的途径

（一）自然地理资源：激发学生敬畏和感恩之心

在高中积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可将柳州的自

然地理资源及风光充分利用。例如在上“感恩”及“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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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时，可提供柳州自然风光资源的图片，供学生欣赏，使

学生对家乡的自然风光及资源产生欣赏和喜爱之情，尤其是在欣

赏柳州当地物种多样性的时候，让学生领略到“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了解到人的渺小，从而对大自然和生命产生敬畏之心；

此外，可将柳州自然风光素材纳入到课程资源当中，例如在引导

学生放松冥想练习时加入感恩环境、感恩家乡、感恩生命的内容，

激发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为祖国、为家乡学习之情。同时

引导学生了解拥有现在山清水秀的环境来之不易，柳州由过去的

重工业“酸雨之都”变为如今山清水秀的山水工业城市，付出了

巨大的环境治理代价，帮助学生认识到爱护自然的重要性，珍惜

和感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敬畏自然，促进学生的亲社会、亲

环境行为。

（二）人文历史资源：增强学生抗挫折能力和责任担当

柳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都曾在

柳州留下足迹。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柳宗元。他仕途不顺，几经磨难，

挫折是他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他的个人经历和遭遇也提供了

一种机会，使得他写出了很多优秀的文章，并造福了一方百姓，

直到现在仍然被人挂念和称颂。

在高中积极心理健康教育课中，可充分利用和挖掘柳宗元等

历史文化名人的经历和典故，引导学生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如创

造力、审美、领导能力及面对挫折和困境时的勇气和毅力等。在“面

对挫折”一主题中，可充分加入柳宗元的故事，引导学生客观审

视自身遭受的困难，勇于挑战自我，向历史人物学习，以柳宗元

为榜样，提升自我的抗压能力和抗逆力。

在个体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也可以将柳州地区的历史名人及

革命烈士的故事融入其中，鼓励学生向先辈和榜样学习，遇到困

难和挫折学会坚强和勇敢面对，从而提升学生的抗压能力和承受

挫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在团体心理辅导的过程中，也可以结合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

设置相应的主题和内容，丰富团辅的内容和形式，让学生通过案

例探讨、故事讲述等环节，充分挖掘地方名人背后的品质，从而

向优秀的榜样看齐，勇于面对困难和挫折。

（三）社会发展资源：提升学生家乡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首先，柳州有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在高中积极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中，可引导学生充分挖掘当地的旅游资源，促使学生感

受和欣赏家乡美，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和自豪感，提升

学生作为柳州人的自信心；同时课外可引导学生游览柳州山水，

在自然风光中放松紧张的学习压力，学会调节情绪；此外，可创

造性地利用柳州旅游文化资源，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好奇心，例

如可在课堂中引入“我为柳州代言”环节，分小组展示柳州旅游

风光，将课堂还给学生，使学生充分表达自我观点，学会合作，

提升学生自信心；又如引导学生小组合作去探索发现柳州的一处

对学生来说全新的地方，试着学习有关它的历史并分享等。总之，

可充分利用柳州得天独厚的旅游文化资源，为丰富积极心理健康

教育课堂助力，引导和激发学生对家乡、对人民的自豪感和价值感。

其次，柳州最著名的要属人气网红小吃螺蛳粉，螺蛳粉凭借

其独特的口味俘获了众多男女老少的心。目前螺蛳粉已成为柳州

的一张响亮名片，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

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品尝最地道的柳州螺蛳粉。在积极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以及心理团辅活动当中，可将柳州饮食文化纳入其中，

引导学生去探索和领悟饮食对心情的影响，引导学生去开发新技

能，参与饮食的制作，例如学会一道新菜品等，在发挥创造性的

同时达到减压的效果，提升学生的积极情绪和成就感，引导学生

发现自己的特长，欣赏自己，悦纳自己。

最后，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可充分挖掘柳州当地的民族文

化及风俗习惯，利用音乐、对歌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

活跃课堂氛围；同时也可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中“恋爱”主题元素，

在“人际交往”及“青春期男女生交往”等主题中加以运用，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婚姻观，学会人际交往和相处的技巧。

四、结语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是当下心理健康教育的一大趋势，有利使

学生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和个性特点；柳州地区乡土课

程资源丰富，从自然地理资源到社会文化资源，都可以充分挖掘

并结合积极心理学进行整合，寻找其中的联系并加以利用。高中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师可充分挖掘并利用当地特色的乡土课

程资源，为自身的课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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