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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力度逐渐增大，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中医院校作为中医药人才

培育基地，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可与中医“治未病”、中医功法、中医药文化、中医药特色社团相结合，拓宽心理健康教育

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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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

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医药院校作为中医

药学术研究地更不能忽视学生心理健康，要多措并举完善心理健康

教育体系。 

一、中医院校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在《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提到，18 至

34 岁青年是成人中最焦虑群体。2020 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

24.6%，其中重度抑郁为 7.4%。同时有调查报告显示[1]，中医院校

学生在学习、就业、经济、人际关系、情感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

压力，大学生群体亦存在性别、专业、年级、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

异。其次，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面对当今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时代，不能很好的过滤信

息，面对一些负面报道，易产生消极影响。同时长期沉迷于网络世

界易致使学生不精于人际交往，不愿踏出舒适圈，长期以往则增加

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此外，大学生正处于生理发育成熟而心理发

育尚未成熟的时期，再结合国家新形势新政策和中医药院校教学特

点，中医药学生课业压力繁重，疫情期间教学管理相对较为封闭，

不重视体育锻炼也会身体素质下降和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因此存

在迷茫、焦虑、敏感，抗压能力底、易受挫折等问题。 

二、中医院校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1 学医之路道阻且长 

对于中医院校，学生所学专业知识是具有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

体系，学习初期需要不断地研究经典医籍、追本溯源，与前沿科学

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中医基础理

论知识的储备，长期沉淀，不能一蹴而就，甚至投资回报较慢，并

结合中医院校办学特点，这易使学生产生自卑、消极、焦虑、抑郁、

对外界事物反应力低的问题。 

2 社会竞争力大  

就业是影响中医院校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国家

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建设，高等教育逐渐普及，社会对医学院校毕

业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考研、就业难度逐渐加大，因此出现了一些

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与此同时，医疗行业从事者在职时间长，岗位

更替不频繁，医疗机构岗位空缺少，这便导致了僧多肉少的局面，

对应聘者的学历、能力、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亦存在

工作内容与专业范围不匹配的情况。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学生对岗位薪资待遇有了更高的期盼，加大了自身就业难度，长

期以往产生的负面情绪不能得到很好的化解，易造成心理健康问

题。 

3 重大事件对医学生的影响  

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频发，有研

究表明[2] 在这些事件中，医学生存在焦虑、抑郁、迷茫、害怕等心

理应激反应。主要是由于这些重大事件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对医学

生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提升专业素养，长

期以往转换为学习、工作、情感等各方面压力。其次，医患矛盾是

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长期产物，近年来“伤医”“打医”“骂医”等

纠纷频发，这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对医学生造成一定的心理

压力和负担，易产生恐惧、害怕等心理。 

三、结合中医特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思考 

1 用中医“治未病”思想防治心理健康问题 

“治未病”思想最早源于《黄帝内经》：“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此之谓也。”中医“治未病”是采取一定的措施，预防疾病发生、

发展、反复，其包括三个方面，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病后防复，

而中医院校采用“治未病”思想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着得天

独厚的优势。所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大学生可以通过中医传统保健方式如灸疗、泡脚、导引、吐纳并结

合自身兴趣爱好调节心理压力，时刻关注自身心理状态，保持心情

愉悦。其次，学校可以开展相关心理课堂、社会实践，关心学生心

理健康状况，加以适当的心理疏导，预防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发展。 

2 用中医功法防治心理健康问题 

中医功法，即太极拳、五禽戏、易筋经等，是基于中医基础理

论，经过千百年演变进化的中医养生方式之一。在《黄帝内经》《金

匮要略》《诸病源候论》等不少古籍中均有记载。中医功法注重“形

与神俱”“形神共养”，既使形体健康又使精神内守，从而达到形体

与心神协调、均衡地发展。中医院校学生可以结合相关专业知识，

在校内开展相关功法锻炼，以调畅气机，天人合一，形神共养。 

3 用中医情志理论防治心理健康问题 

中医治疗疾病十分重视情志调节，情志是重要致病因素之一，

在众多古籍中均有记载。如“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 思伤脾，恐慌伤肾”，故在中医院校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疏导上可以根据五行相生相克、母病及子等病因

机理，实则泻之，虚则补之。 

4 用中医药文化熏陶防治心理健康问题  

学习中医理论知识的过程亦是一种静心凝神的方式，在许多医

学典籍中不乏修生养性的至理名言，如《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

中“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中医院校学生可以充分利

用学校资源，阅读经典医籍，提高专业知识储备和静心沉心。其次，

学生可以结合专业知识熟识中药，部分中药具有一定的芳香气味，

可以宣通心窍，宁心安神，如沉香、薄荷、苏合香。此外，中医院

校可以利用得天独厚的自身优势，通过学术宣传、学术建设、学术

沙龙对学生进行中医药文化熏陶。 

5 加强中医特色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及课程建设 

中医院校可以结合中医特色开设相关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编写

具有中医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将现代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与中

医理论基础进行有机结合，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团队，强化心理健康教育教学[3]。此外，可以拓展完善心理健康咨

询工作，根据学生不同的心理需求进行相应的心理治疗；通过专题

讲座、心理健康日、网络宣传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加强学生

心理健康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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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低于福州、杭州等地区，说明本市初中生对于此类知识的缺乏。

窝沟封闭是有效预防年轻恒牙窝沟龋的重要方法，防龋效果已得到

国外学者充分肯定[2]。因此，注重窝沟封闭的知识科普和加大早期

龋病防治的推广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本调查显示，海口市初中生口腔健康态度较为积极，正确

态度持有率 67.2%。由表可知，大部分调查对象对口腔就诊无害怕

不安等负面情绪且愿意接受口腔健康教育和定期口腔检查，但却只

有 41.7%调查对象在出现口腔健康问题时能愿意及时就医，考虑是

受到治疗费用、没有充足时间、父母不够重视等非主观因素影响，

这与海口市部分市民自觉接受专业口腔保健的调研情况相似[4]。积

极的口腔健康态度，能让人更加积极的接受口腔健康教育，学习养

成健康行为习惯，更好地预防口腔疾病。 

根据调查显示，海口市初中生口腔健康行为正确率仅 44.0%，

较高于全国第 4 次流行病学调查中 12 岁年龄组 31.9%的水平[6]，但

仍低于福州市、杭州市、无锡市等较发达城市[2,3,7]，总体上仍较不理

想。刷牙是最基本和有效的去除菌斑和软垢的自我口腔保健行为，

但只有半数左右调查对象做到每天刷牙 2 次以上和每 3 个月更换一

次牙刷，能做到饭后漱口的更不足两成，可见尽管拥有良好的态度，

保持口腔卫生的行动上却仍有欠缺。含氟牙膏可以有效降低龋病的

发生已被证实[7]，使用含氟牙膏的行为率达到 77.0%，较为理想，

但仍需进一步的普及含氟牙膏的使用。数据表明海口市仍需加强对

初中生的口腔卫生宣教，为正确的健康的口腔卫生行为打下基础[8]。 

本次调查结果统计，海口市初中生口腔健康 KAP 平均分为 9.46

分，形成学生间口腔健康 KAP 水平差异的原因可能主要与父母的

成长环境与文化水平有关。孩子们的保健知识大多来源于父母与老

师等非专业人士[9，10]，此时父母的文化水平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孩

子知识的获取、态度的形成和行为的效仿，文化水平越高，孩子的

KAP 得分越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青少年口腔健康状况

的重视，海口市积极加强对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的宣教，城区和性别

对 KAP 得分水平未形成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根据本课题组调查情况提示，在注重口腔疾病治疗的同时，对

于初中生更应该加大推进口腔健康的教育和正确口腔保健行为的

指导，注重学生、家长和学校三合一的导向教育。对学生，积极普

及各类口腔保健基础知识，如窝沟封闭的功效，含氟牙膏的使用，

指导正确刷牙方法、正确使用牙线等口腔辅助护理产品，定期洗牙

等等；对家长，通过采用社区宣传、家长会、线上科普等方法让家

长理解口腔保健的重要性，从而达到正面的意识和行为的转变；对

学校，可以结合常规学校卫生工作，开展讲座、广播、竞赛等活动

形式加强学生口腔保健知识的健康宣教，定期配合医院开展口腔健

康检查和检测。口腔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并能终生保持口腔

健康，预防口腔疾病的发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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