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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学中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代表涵育着深厚的心理思想和价值意蕴。国学中的传统

文化在培育高校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坚定人生理想信念、促进个人修心养性、树立文化自觉等方面突显

出新的时代价值，是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理论源泉。探索国学中的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的路径方式，通过优化高校教师人才队伍、编写本土化心理教材、创新传统文化展现形式等方式，

让高校学生体会先贤心理智慧，领略传统文化之美，从而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

国学中的传统文化发挥心理健康教育育人作用，培育出积极向上、人格健全、各方面综合发展的高校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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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inology, as a distinct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
ture, carries profound psychological thoughts and value implication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inology highlights the new value of The Times in the aspects of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pa-
triotic feelings, strengthening their life ideals and beliefs, promoting personal cultivation, and es-
tablish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hich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for carrying out men-
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xplore the ways and means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inology in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optimizing the talent team of college teachers, compiling local psychological textbooks, and inno-
va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presentation forms, college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the psychological 
wisdom of sages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smooth de-
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si-
nology should be guaranteed to play the rol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college stu-
dents with positive, healthy personality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all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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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国学中的

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代表，其中涵育着深厚的心理思想和价值意蕴，心理健康教育是

当前高校教育改革工作的重心之一，仅仅依托西方心理学理论并不能满足我国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需求。我国传统文化体系虽然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的系统心理学内容，但仍然为我国高校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奠定了学理基础，正如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评价我国国

学经典《易经》时所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

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高岚，申荷永，1998)。”高校学生处

于人生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因此，将国学中的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既是高校培育出积极向上、人格健全的学生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高校践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题中之义。 

2. 积极心理学的定义和重要性 

2.1. 积极心理学的定义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天才和婚姻幸福感的探讨，以及荣格关于生

活意义的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由此产生的人类潜能研究为积极心理学奠定了发展

的理论基础，到了 20 世纪末，西方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开始从积极视角研究传统心理学，积极心理

学由此受到世人的关注。心理学家谢尔顿和劳拉·金指出积极心理学的本质特点，即“积极心理学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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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研究普通人的活力与美德的科学”，积极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

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走向幸福，其矛头直指过去传统的“消极心理学”

(卡尔，2013)。部分学者在整合相关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积极心理学就是利用心理学目前已经比较

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来研究人类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种心理学思潮(李金珍，王文

忠，施建农，2003)，是以一种新的视角诠释心理学，将心理学的研究关注点放在心理健康和良好的心理

状态方面，是一门旨在促进个人、群体和整个社会发展完善和自我实现的科学(孟万金，2008)，积极心理

健康教育就是以人的向善性为价值取向，注重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和发展，防治心理问题，促进个体身

心全面和谐发展。由此，积极心理学提出心理学的功能应该在于建设而不是修补，在关注个体心理研究

的基础上应更加强调对群体和社会心理的探讨，重视对心理疾患的预防。 

2.2. 积极心理学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性 

当前，高校学生群体具有个性鲜明、性格开放、独立意识较强的特点，他们不受传统规矩束缚，易

于接受新鲜事物并乐于接受挑战，但也存在着耐挫力较弱、缺乏自信心、容易迷茫等心理健康问题,尤其

是进入高校后，学生离开父母的管束，由各不相同的成长环境进入到学校的群体生活之中，人际关系处

理、自我意识认知、现实与理想冲突等心理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特别是高校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平

时被父母过度呵护，多以自我为中心，在群体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或者矛盾时，十分容易产生消极

心理，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甚至会采取极端行为，加之网络科技的迅速发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

境下，高校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如何培育学生的积极心理状态逐渐成为高校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点关注方面。 
积极心理学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极具重要性，相关的积极心理学理论为高校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方面，积极人格理论是积极心理学的基础，积极人格是指主张个体能在生活中不

断主动追求幸福并时时体验到这种幸福，同时又能使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孟维杰，马甜语，

2010)，一个具有良好心理状态的高校学生并不一定意味着不会出现心理问题，因此，高校在日常的心理

健康教育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建立起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心理状态，不断提高学生心理耐挫能力，

那么当学生面临挫折失败时，就不会过分消极，而是能理性分析、主动面对。另一方面，著名心理学家

Barbara Fredrickson 曾提出积极情绪的扩建理论，他认为积极情绪似乎能扩展人们的瞬间想法和动作指令

库，并建立持久的个人资源(刘佳人，2015)，高校一直提倡学生积极面对问题和矛盾，引导学生积极运用

自身的技能进行自我调节，构建个人相对持久的积极力量，进而平衡心理状态、解决问题。此外，对学

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离不开高校的支持，社会组织系统包括家庭，社区以及学校三级，积极组织系统理

论在人类经验的积累、潜能的挖掘和各种积极情绪的发展上进行着重研究(梅亚萍，2015)，高校是为国家

培育出有着健康人格、各方面综合发展的人才的重要阵地，高校群体生活也是学生人生成长中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健康心理的形成的关键时期，高校必须持续推进积极心理学有效融入心理健康教育，

才能让学生在面对社会责任和自我心理需求时做出正确判断，实现人生价值。 

3. 国学与传统文化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联系紧密而又有所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厘清二者的内涵和联系，可以更好的认

识国学，进而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3.1. 国学的内涵 

“国学”一词作为汉字词汇，最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中，“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

国子小舞”(李勤学，1980)，指的是国家为贵族子弟开办的学校，具备教育功能。20 世纪初，随着西方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8414


王睿 
 

 

DOI: 10.12677/ap.2023.138414 3305 心理学进展 
 

列强的入侵，西方思潮也涌入我国，“国学”一词被赋予新的内涵，是与“西学”相对立的概念，区别

于外来文化，指中国本土固有的文化。目前，学术界对于“国学”的定义没有统一界定，主要分为狭义、

广义两方面，狭义的国学是指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广义的国学则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

化和学术(俞秀玲，2019)。总的来说，国学以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根本要义是再现我国古

代圣贤所创造的诸多思想学术成果，传承凝练于国学之中的传统文化。 

3.2. 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千百年历史发展所演化而来的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中华民

族传统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精神文化意识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总体表现。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佛家、道家、

名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文化意识形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传统文学文化，琴瑟、围棋、

书法、绘画等艺术技艺文化，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传统节日活动等民俗文化多个方面。由此可见，传

统文化不仅与生活息息相关，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观念和情感认同，还突显出社会广泛认

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孔磊，2016)。 

3.3. 国学中的传统文化 

通过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厘清，可知国学和传统文化是联系紧密而又有所区别的，国学属

于传统文化，但是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化，国学中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为根基

并涵盖后期各朝代的各类思想学术成果和传统文化精髓的总和，国学的积极向上的核心内容既是中华民

族的根和中国特色的魂，也是古代文化传承至今的瑰宝，不仅为我国古代文化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而且

为古代学术提供了坚实的学理论证(白兆麟，2007)。国学中的传统文化如四书、五经、六艺，既是儒家思

想的核心载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传统心理治疗中所说的七情互治法、“七情之

病，看书解闷”等具体方法，对调节心理消极情绪，调适心态也有积极的作用(杨鑫辉，1995)。可见，国

学中的传统文化是实用之学，学习、弘扬国学中的传统文化，对提升个人精神境界、构建诚信社会、增

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4. 国学中的传统文化积极心理学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虽然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的系统心理学内容，但国学中的传统文化中体现出不少

积极心理学相关的内容，既为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拓宽了工作思路，也为国学中的传统文化融入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是国学中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积极的处世之道，如《周易》中的“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中可以看出先贤们刚毅坚卓的精神气魄和崇德

向善的广阔胸怀，是先贤们生生不息、迎难而上的积极心理状态的集中体现。再如《论语》中，孔子曾

称赞自己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见，在面对困难和

挫折的时候，不应受到外界物质条件的影响，要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积极的心理状态(经纶，2015)。二是

国学中的传统文化教会人们如何平衡好心态，如“否极泰来”、“苦尽甘来”、“时来运转”、“祸兮

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告诫人们处于逆境时不要妄自菲薄，正视困难与挫折，坚定目标，不断磨

练、提升自身的心理状态，终会取得理想结果。三是国学中的传统文化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调节心理状态

的方法，如中国传统的健身养生方式追求“形神一体”，其中“形”指人的身体状况，而“神”则是指

心理状态，先贤们根据四时变化而提出了“养生”理念，将人的精神作为“养生”的重要一环(国智丹，

2021)，《素问·移情变气论》就提到“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具体方法为升华超脱、

移情易性、运动移情三种，其中的移情易性是传统中医心理保健法的重要内容，《北史崔光传》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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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乐琴书，颐养神性”，《千金要方》中也认为“弹琴瑟，调心神，和性情，节嗜欲”。总的来说，

国学中的传统文化所蕴含着的积极心理学相关内容对于当前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和理论借鉴意义。 

4.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国学中的传统文化的价值思考 

国学中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意蕴深厚，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突显出新的时代价值。 

4.1. 培育爱国主义情怀，坚定人生理想信念 

传统文化中涵育着崇高的家国一体思想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既是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文化基础，

也为高校学生个人坚定人生理想信念提供了深厚的观念基础。 
其一，培育爱国主义情怀，勇于开拓创新。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等，在培

育高校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着的深

厚爱国主义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内涵，从学生个人发展实际需求出发，将国学中的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日常生活之中，让传统文化根植于高校学生心中，在潜移默化中激发高校学生的爱

国意识，坚定高校学生的爱国信念，合理引导高校学生的爱国行为，让高校学生树立积极、正向的人生

理想信念。 
其二，体会先贤人生智慧，坚定人生理想信念。随着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和新兴技术的迅速崛起，

高校学生面临着人生各个方面的不同抉择，思想认知和价值观念也在不断改变，如何面对人生抉择和名

利取舍，是当前快节奏的社会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先贤的人生智慧就为高校学生做出了方

向指引，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的“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诸

葛亮在《诫子书》中所说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都告诫学生个人在功名利禄面前要坚

持自我、恪守本分，不可贪慕虚荣，要适可而止，做到知足常乐。 

4.2. 提升个人道德品行，促进个人修心养性 

传统文化中“礼”“义”等思想要求人要适当约束自己的言行，而人的行为调节与控制正是心理健

康的评价标准之一(罗鸣春，苏丹，孟景，2009)。因此，国学中的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必要

且可行的。 
一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提升个人道德品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以和为贵”，强调人与人之

间要建立、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保持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是大学生健康成

长不可替代的心理环境支持(熊英，魏熠菲，2023)。《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可见，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传承至今对高

校学生塑造积极的心理品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个人修心养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到“令名，德之舆也；德，

国家之基也。”孔子在《周易·系辞下》也提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

小而任重，鲜不及矣。”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传统文化中也一直强调做人要“修心养性”，而

良好的道德品行正是“修心养性”的外在表现，在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急功近利，道德缺失、人

心浮躁似乎已成为常态，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在高校学生个人修心实践中，发

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既要有思想上的自觉，主动阅读国学内容，了解传统文化，又要有行动上的自觉，

加强自我德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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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树立传统文化自觉，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消极、糟粕部分被舍弃，积极、精华部分得以保留，

并得到传承和创新，有助于高校学生树立起文化自觉意识，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世界不仅是人类创造的，而且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着人类，创造着不同国家、民族、社区人

们的性格、心理、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种种价值观念”(邱向峰，2018)。传统文化不是我国独有的，

全球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交流日益深入，西方国家通过网络平台、

新闻报道等途径从物质、精神、制度三个方面进行渗透，对我国高校学生宣传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侵蚀高校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部分高校学生容易被蛊惑利用，形成错误的思

想观念和消极的心理状态，不利于个人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 
国学中的传统文化为此提供了解决途径，《尚书·尧典》中提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中的

“协和万邦”就是要让各具特色的多种文化和谐共处，共同发展。此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高理想是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为当前高校学生如何面对多元文化思潮的思想冲击以及我

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如何化解文化冲突、实现多元文化和谐共生提供了解决思路，我们要坚持以

“和而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尊重文化多样性，通过兼收并蓄来弥合各国文化之

间的不同，用求同存异的态度来寻求文化共识，以相互尊重的方式来化解冲突。 

5.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国学中的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探析 

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虽然需要依托西方心理学相关理论，但还是要立足于我国的社会文化

环境，如何更好地将国学中的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5.1. 优化高校教师人才队伍，编写本土化心理教材 

高校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心理健康教师开展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因此，

高校心理健康教师和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是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基础。 
一方面，高校心理健康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专业素养，高校心理健康教师虽然心理专业能力突出，

但是对于国学中的传统文化有关心理观念和方法了解不深，应加强自身传统文化素养，要善于将国学中

的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不断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同时，高校心理健康教师要做到“因材

施教”，针对各个学生的不同心理需求，就人际交往、学习生活、就业发展等现实问题开设对应的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如广州中医药大学开设了“儒家思想与心理健康”课程，推动建立学生的心理健康评价

标准，此外，还可以开设经典国学的心理学解读、传统文化心理学等课程(高芳芳，2021)，提高国学中的

传统文化的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 
另一方面，高校心理健康教师要提炼出国学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和经典代表，创造性转化为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内容的素材，今年 4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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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5 年)》的通知中就要求五育并举促进心理健康，其中就指出要全方位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组织编写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读本，扎实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因此，融合高校学生的个

性化需求，推出内涵丰富、教育性强的本土化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既是对国学经典文化的重新解读，也

打造了优质丰富的传统文化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既为传统文化提供了发展思路、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创新

性发展，也进一步完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二者互相协同，共同发展。 

5.2. 创新传统文化展现形式，拓宽线下课堂实践活动 

国学中的部分传统文化内容学理性较强，晦涩难懂，因此，要善于变通，将其中的传统文化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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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以高校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国学中的传统文化融入心理健康教育。 
一是善于运用新兴数字技术，创新传统文化展现形式。传统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在心理健康教育课堂中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沙盘投影等多元化数字形式展现国

学经典和传统文化内容，让高校学生和传统文化之间进行多样式、个性化的互动，优化传统文化体验，

让高校学生在沉浸式的互动中更好的感受传统文化，有效发挥国学中的传统文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效用。 
二是营造良好心理健康教育环境，拓宽线下课堂实践活动。心理健康教育虽然蕴含着丰富的理论知

识，但归根到底还是一门强调实践性、应用性的学科，可以通过举办国学主题的传统文化交流会、国学

大赛、国学经典诵读等文化活动进一步提升高校学生学习国学中的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如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依托学生传统文化社团，举办了“以国学心，寻经典理”系列读书活动，让高

校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掌握心理调适方法，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5.3. 挖掘国学经典故事，领略传统文化之美 

将国学中的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持续推进的工作，只有在不断扩大传统文化宣传

的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发挥其心理健康教育作用，切实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其一，依托数字媒体网络平台，挖掘国学经典故事。口口相传的国学经典故事，感染力强、说服力

高，能够触及高校学生灵魂深处，让高校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洗礼，从内心深处感受领悟国学文化。如央

视推出的传统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就综合运用环幕投屏、实时跟踪等数字技术手段，以跨越时

空的形式与古人进行思想碰撞和对话(应霁民，冯潇颖，2021)，集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为一体，高校

可以适当借鉴，组织学生集中观看，同时开展传统文化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帮助高校学生深入了

解国学文化经典、在内心构建丰富的个人精神世界。 
其二，拓宽传统文化宣传途径，领略到传统文化之美。积极心理学认为个体内在的积极力量与群体、

社会文化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这些认识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治未病”、“天人合一”等理念不谋

而合(李蔷，2021)，要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校园网络媒体平台，对国学中的传统文化进

行宣传推广，传统文化民族特征鲜明，文化底蕴深厚，因此，在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将汉字书

法、十二生肖、民间故事等传统文化元素广泛运用于相关校园文化活动，如山东科技大学就举办了“优

秀传统文化体验日”，推出多个“心育”和“美育”相结合的活动项目，以生活化、形象化、生动化的

方式让高校学生深入了解国学中所蕴含着的传统文化的内涵价值，既对高校学生的审美情趣进行熏陶，

也满足了高校学生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心理需求。 

6. 结语 

国学中的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促进高校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国学中的传统

文化中蕴含着的培育爱国主义情怀、促进个人修心养性、树立文化自信等时代价值被进一步挖掘，记载

于国学古籍上的国学经典故事借助数字技术也得以形象、生动展现，进一步融入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发挥了国学中的传统文化心理健康教育育人作用。今后，高校应从各方面为国学中的传统文化融入

心理健康教育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展现形式，要深入挖掘国学中的传统文化，在心理健康教

育实践中不断创新，提升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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