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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音乐及音乐治疗理论和应用研究 

张笑妍 
（湖南工商大学音乐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1） 

摘  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对心理健康教育也越来越重视。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也必须

与时俱进，不断改革。由于大学生具备强烈的感知力，并且拥有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心理特点，将音乐作为一种创新的心理健康辅导

手段，更能迎合大学生的心理需求。音乐不仅对解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能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也能起到调节情绪，减轻心理压

力的作用，对大学生塑造完善的人格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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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进入校园都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

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学习环境，他们都必须学会在新的环境中

学习，学会与人打交道，学会如何生活。校园压力是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心理不适和其他反应，过度的学习压力、生活负面

情绪会影响学生的情绪状态，降低学习效率，并影响日常生活。 

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通过音乐和音乐治疗的活动方式，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产生影响：营造音

乐艺术氛围，缓解大学生的压力；开展音乐活动，增强学生社

交沟通能力；创办音乐治疗课程，提供自我意识和心理援助。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文将从音乐、音乐治疗和大学生心理辅

导的可能关系的角度，探究如何将音乐和心理健康结合并探索

其更深入的的关系。 

一、目前大学生心理问题的表现有以下几点： 

1.校园压力对新生心理健康负面影响 

加拿大生理心理学家汉斯·薛利于 1936 年提出，校园压力

是表现出某种特殊症状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由生理系统中

因对剌激的反应所引发的非特定性变化所组成的。大学生由于

刚进入校园，面对新同学、新任务等，可能对自己的能力、外

貌、社交技能等方面产生负面的、片面的认知。同时由于学习

目标、生活环境等的改变，心理上产生不自信甚至自卑的心理

感受，这些都可能成为大学生产生校园压力的原因。同时，近

年来受社会转型期的影响，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教学环境

等发生了较大改变，使大学生的校园压力问题日益突出，占比

逐渐增高，体现在一部分学生心理健康上的负面影响，甚至产

生消极心态。所以，高校学生校园压力过重，从而产生心理上

的负面影响，成为了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一大难题。 

2.社交沟通能力薄弱影响人际交往 

对学生而言，在大学期间将面临很多不同的人际关系，如

果不懂得如何处理，可能造成部分社交问题。因此，在大学期

间人际交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家庭教育和成长经历不同，

大学新生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或

许存在差异，人际交往时难免产生摩擦，尤其是对于从未经历

集体生活的学生或独生子女来说，往往会在与舍友和同学相处

中出现不愉快甚至起冲突，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所以培养学生

社交沟通能力也是改善人际交往关系的重要举措。 

3.未注重心理健康教育产生问题 

近年来，高校快速发展期间，较多精力放在学校科研、专

业教学等方面，校园心理辅导的建设未能得到重视。部分人认

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可以由班主任、辅导员来代替，这种观

念可能导致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解变得过于简单和片面。在面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时采用这种方式，可能不能及时发现大

学生所面临的心理问题，甚至在引导学生健康的心理建设时，

由于非专业的引导，导致学生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二、解决方法及实施路径 

1.营造音乐氛围，保持心理健康 

音乐氛围在高校心理健康中的作用不仅对学生身心健康产

生积极的影响，并且对于解决部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如疏导

不良情绪、培养合作精神、提升学生自信等方面都起到十分重

要的作用。Jukko，芬兰音乐治疗师，认为音乐中的摇滚乐是一

种增强自信心的工具。有时学生有自卑情绪或压力无法用语言

表达出来，但是可以通过音乐宣泄。音乐能在更深的层面上影

响情感的作用是语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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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音乐文化保持一定的积极性，不仅有利于学生正确释

放压力，同时能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在近年来，有多所

高校已经普及音乐+心理教育，例如南京一所学院为开展校园心

理辅导工作，在院内营造“和谐、友好、温暖、互助”的良好

校园文化，学院充分发挥音乐在提升积极情绪上的作用。高校

音乐氛围的塑造包括大学音乐课堂、举行音乐沙龙、举办音乐

汇演等等形式，都能对高校学生产生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影响。

因此，保持积极的校园音乐氛围是高校心理辅导建设的一个重

要部分。 

2.校园音乐活动，提高社交沟通能力 

音乐被视为提高学生沟通能力的一种极为有效的途径。音

乐校园活动在增强学生沟通能力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大学生

参加音乐活动，不论是参与台前表演或幕后组织工作，都能培

养学生的沟通能力：演出学生在排演时需要沟通表达对节目的

期望，后台组织学生能培养出色的团队协作技能。不管台前幕

后，都要求学生能够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在这个过程中，自

我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都能得到锻炼。所以，举行校园音乐活

动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加有条理地、

有组织性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能提升他们准确地接收他人

的意图的理解能力，从而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社交沟通能力。 

3.通过设立音乐治疗课程，丰富大学生心理健康 

通过开展音乐治疗课堂，不仅可以丰富学生心理辅导的方

式，能够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和接纳自己，让学生在课堂中能够

感受到独特关怀和支持，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同时，为学生

创造了一个能够共鸣、理解和共享情感的空间，补充了校园专

业心理健康体系的建设。有研究发现，跟其他方式使用对比起

来，通过音乐治疗课堂的开展，可以为校园心理健康建设提供

有利支撑和补充。与此同时，音乐治疗课堂的好处不仅体现在

学生心理健康和校园心理辅导体系的建设上，在学习音乐治疗

之后，学生还能将其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为社会发展做出贡

献。2008 年，上海音乐学院开设了音乐治疗专业，在心理健康、

疾病康复以及特殊教育领域中发挥独特作用。同时还组建音乐

康疗团队，推出“音乐宅急送”，为群众提供心理援助，得到社

会广泛赞誉。 

所以开设校园音乐治疗课程，不仅有助于学校心理辅导体

系的全面建设，且有实际效果的解决了学生的心理问题，更能

体现出了大学生对社会不同领域的一点贡献，为塑造完善自我、

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三、结论 

近年来，由于社会快速发展和对于精神健康的愈发重视，

大学生心理问题逐渐显现，这些问题可能对学生人格塑造和发

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心理健康辅导需要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有针对性地加以解

决。大学生群体身心仍处于发育期，在面临校园压力、人际交

往、日常学业等多重困难时，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音乐作为一个被证实的有效方法，可以给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创造一种新的途径。音乐不仅能增强大学生的文化内涵，

提升审美能力，更是对大学生排解校园压力、提升人际沟通能

力、健全自我心理健康、建设校园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和培养大

学生社会责任感等方面都有积极影响。因此，对于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问题，可以运用音乐和音乐治疗理论，更有针对性地开

展心理健康辅导，在此过程中完善学生个性，促进其全面发展。

音乐和音乐治疗理论应与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紧密结合，应用

于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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