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2 月（总第 193 期） 

 342 

高教研究 

传统文化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促进的研究 
◆杨大鹏 

（淮南师范学院  安徽淮南  232000） 

 
摘要：新课程改革背景之下，要求大学教育中加强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

底蕴，发挥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功效，以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有序的发

展。大学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中吸收了诸多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借此培养

学生的文化素养、人文情怀；另一方面是希望学生成长为传统文化的继

承者。文章结合，浅谈传统文化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促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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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日本、欧美等国家，我国高校在校园心理健康教育方
面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这其中固然有国情的差异性，但不可否认
的是，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在谈论到心理健康时，大多三缄其口，
认为其难上大雅之堂。某一学生一旦出现心理问题或是成长的疑
惑，其他学生自然对其议论纷纷。为此，出于避免尴尬或者是担
心忧虑的心理，许多学生即便心理存有疑惑，也不愿意向教师诉
说，这无疑十分阻碍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 

一、文化气息 
相对于从前，走在校园的小径中，看到的是手不释卷的学子，

听到的是朗朗的书声。可是，现在在校园里走一圈，很难看见有
学生认真的阅读文化方面的书籍。当前的校园中，大多是情侣们
你侬我侬，或者是“低头一族”忙于手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便
捷、丰富了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但事物具有正反两面性，便捷学
生学习生活之余，也让校园变得更加统一化，传统文化气息淡化
了许多。许多学生变成了“宅男宅女”，可待在宿舍一天而足不
出户。大学时代，正是人生的花样年华，学习之余，应是放开怀
抱般的自由自在，应是热情洋溢的尝试新鲜事物，增加人生阅历。
如长时间的“宅”，缺乏与他人的交际，缺乏对生活的热爱，极
其不利于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长此以往，学生心理容易敏感多
疑，最终酿成心理问题。有人认为，正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
校园失去了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韵味。新生事物的普及，是社会
发展的必然选择，应该值得鼓励与肯定。营造积极向上且充满传
统文化气息的校园文化，与信息技术两者并不冲突，反之，可利
用信息技术的优势长处，来加以实现[1]。比如说，教师或学院可
以定期开展校园友谊会，鼓励学生参加古诗词歌咏比赛，古文写
作等。学校也可组织学生外出参观博物馆、名人故居等地方，一
方面是帮助学生增广见闻，丰富知识储备；另一方面也可让学生
从中有所感，有所得，有所悟。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以身作
则。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无论
是教学活动，还是学生们的日常活动，教师都应以积极地态度参
与，发挥出引导者的作用，让学生切实参与进来。 

二、实践活动 
大学教师对学生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埋首于书本文案，

于教材文本中寻章摘句。笔者认为，应以实践活动的形式，增强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体验、感知、尝试及反思。不言而喻，现代社
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而
90 后的大学生群体，普遍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出于望子成龙的
心理期盼，中国父母、长辈对学生过于疼爱，甚至是溺爱。学生
自小成长于“蜜罐”之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有学生告知笔
者：“从小到大，都是父母在为我选择道路。小学、初中到高中
的文理分科，知道现在大学学校及专业的选择，父母都替我考虑
好了。”又如：“爸妈不需要我做任何事，只需要我好好学习。对
于其他的实践活动，他们认为是浪费时间。”生活于此等价值观
念的家庭之中，学生自然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许多大学学生
意志力不够坚定，动手操作能力极差。某些男孩子，在校园学习
及生活中遭受一点挫折，竟然也自怨自艾而默然流泪。言行举止
以“温柔”为美，缺乏阳刚表现。如此发展下去，学生又如何肩
负起家庭及社会责任？为此，教师应重视开展实践活动，可分为
校园实践、社会实践两个方面。校园实践，可邀请专家、学者及
社会知名人士到校演讲，拓展学生的知识面[2]。社会实践方面，
可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先贤故居、革命纪念馆等，鼓励学生参

与社区活动、志愿者捐助活动等，放开怀抱，增广见闻，从而以
积极的心理投入于学习、生活中。 

三、人格魅力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引导，促使学生产生一种羡慕的心情，

并由渴望接触引发为自主学习、追求。作为引导者的教师，其本
身应充满传统文化韵味。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释放
出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这种引导、渲染、熏陶之下，学生会不自
觉的跟随教师、亲近教师。教师要“以身作则”，让自身的文化
魅力感染学生。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领头羊’，教师的个性色
彩、行为举止、思想意识，无一不对学生们产生重大影响。在教
育过程中，教师应不偏不倚，对待学生一视同仁，以客观公正的
原则，让学生们处于平等的地位，从而确保学生们不出现‘窃窃
私语’的情况。有教无类，每个学生都应享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
挖掘学生的潜力，鼓励学生发挥所长，以引导而非压制的态度对
待学生，是保障心理健康的重中之重。在传统文化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重视民主氛围的营造，让学生们有归属感，有参与教学运
行的意识。大学生思维敏捷，学生们会不由自主的模仿教师的言
行，以获得经验的积累提升[3]。教师的能力、兴趣、道德、情绪、
情感、气质及心理健康等，均会从教学活动中的方方面面影响到
学生。为此，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不断调整自我的知识
结构，强化深入专业知识，广泛涉猎而学识广博，从而为学生指
点迷津、答疑解惑。在处理班级问题，与学生交流时，应注重情
感的融入，尊重自己、尊重学生，逐渐让学生感知感受到自尊、
自爱。关爱学生，包容学生，让学生感受到温暖，乐于与教师倾
心交流。亲其师而信其道，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开展教育，塑造学
生，使学生在模仿中完善自己的人格。 

四、结语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十分复杂且具有技巧性，任重道远。

教师应教导学生知法守法、自尊自爱、互帮互助。学生的健康成
长，是理想与信念的远征及实践。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教师应
在思想上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方法上采取灵活多变的教
育手段。因材施教，多元评价，促进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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