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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贫困大学生是高校的一个特殊群体，面临的不仅有经济贫困，心理贫困亦是普遍且突出。美育作为我国

社会主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调节情绪、陶养性灵、促进理性和感性协调发展以及塑造健全

人格等方面有着显著功效。针对当前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以美育为切入点，开拓教育新思路，

提出加强美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互融共促，并从发挥高校主导和个人主体两个层面明确实施路径，以提

升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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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or college students are a special group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ing not only economic 
poverty, but also psychological poverty is common and prominent.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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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ist education in China, aesthetic educ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gulating emotions, cul-
tivating the spirit,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reason and sensibility, and shaping 
sound personalit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poor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new ideas of education,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and 
promo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practical 
paths from the leading role of colleges and individuals, so as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
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poor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Aesthetic Education, Poor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Path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及国家助学资助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贫困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作为高校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除了经济贫困外，在面对学业科研、人际交往、就业实习等实际困难时

更容易产生较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甚至滋生出一系列心理问题，心理贫困俨然成了另一种危机。

长期以来，贫困生教育备受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贫困大学生作为高校大学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后续力量。因此，解决好贫困

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等问题，不仅事关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也影响着党和国家的形象及高等教

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更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目前，不少高校在开展“解困工程”时更关注的是显性的经济困难，对此群体的心理贫困关注度较

低，甚至忽略；即使在进行引导教育和帮扶的过程中，也大都沿用传统的教育理念，强调的是心理问题

的被动解决和事后补救；教育内容和方式也往往枯燥单一，缺少吸引力，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贫困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差、受惠面小、解决路径少等问题。因此，如何创新和拓宽教育思路，整

合和运用各种资源，从内在根源上提升其心理潜能和积极心理品质，从而普惠更多的贫困大学生群体，

已成为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所在和突出难题。 

2. 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特征 

大学生处于三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他们阅历尚浅，社会经验不足，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往

往并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贫困大学生群体加之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

历，使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更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矛盾，轻则影响心理健康，重则导致人格扭

曲，做出危害自我、他人和社会的行为。 

2.1. 自我认知偏差 

自我认知偏差是人们在知觉自身时，常因自身或情境的原因使得知觉结果出现失真的现象。很多贫

困大学生正是缺乏正确的自我认知，自我评价偏低，容易产生自卑、自怜等情感体验。在面对挫折或失

败时，不能客观冷静地思考和处理，常常归因于外界因素或过于贬低自我，这种错误的认知方式容易引

发心理问题和形成消极、不良的心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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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负性情绪多 

贫困大学生本身处于快速成长发育阶段，又因为以往的成长经历，在面对现实困境时更容易滋生诸

多负面情绪：焦虑、抑郁、敏感、自卑等。再加之一些贫困大学生的自我控制和心理调节能力较弱，长

期的负面情绪对贫困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甚至出现一些因心理压力而导致的极端事件。 

2.3. 抗挫能力弱 

抗挫折能力是指人在遭遇挫折时，经受打击和压力的能力，摆脱和排解困境的耐受能力。保持心理

状态的稳定和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都与个体的抗挫折能力密切相关。贫困大学生在面对经济困难、学业

科研、毕业就业、亲子关系、情感适应等实际问题时，容易出现不知所措、盲目逃避或过激反应，更甚

者出现情绪和行为的失常。 

2.4. 人际关系敏感 

相比较非贫困生群体，贫困大学生因为经济原因难以获得和享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他们的成长环

境相对单一和封闭，缺乏人际交往的经验，再加上因为经济贫困造成的自卑心理，让其不愿不敢在公共

场合表达自己，缺乏与他人交往的勇气和能力。部分群体在面对校内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时，偶有兴趣但

又充满各种担心和否定，甚至直接回避，很难与人深交，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 

3. 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等重要文

件，这些政策的颁布和实施给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很大的指导和支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也取

得了显著成效。近些年来，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关于此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越发引起研

究者的关注。有研究表明当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僵化老套，教育目标建设并不完善，工作策

略缺乏方向性(于晓亮，2022)。韩立梅指出传统的心育观念抑制了贫困生学习的内在动力，心理教育实践

活动缺乏亲和力(韩立梅，2023)。孙晋芳认为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缺少辩证的理念，高校目前在引

导贫困生如何看待贫困的问题上做法较少(孙晋芳，2022)。可以说，相比较贫困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现状及

存在风险，高校对其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尚有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念滞后 

当前大部分高校更多注重的是物质投入，偏重经济资助，容易忽视贫困大学生的精神关怀和心理需

求。当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很少会结合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前置引导和源头预防，主要还是沿用传

统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依赖理论灌输和说教，侧重事后矫正和消除；缺乏学科融合理念，缺少对美育

元素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价值挖掘和发挥，这使得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仍停留在被动解决和消

极应对上。 

3.2. 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及形式单一 

长期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大多数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主要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再加之教师很

少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结合美育资源，使得课程形式单一、感染力弱，教育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此外，

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校内外实践活动并不多，即便是定期举办的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也大都是程式

化、大众群体的活动内容，很少会关注到贫困大学生的实际需求，活动缺乏吸引力和创新性，受众群体

缺乏兴趣，参与度低、实施效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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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贫困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不足 

“贫困”是把双刃剑，它对磨炼人的意志，培养个体自力更生、顽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积极品质有

着促进作用。有相关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责任心、坚韧顽强、吃苦耐劳、爱与善良、勤

俭节约、独立性强、易于满足等心理品质尤为突显(琚长庭，2018)。这些积极的“养分”在很大程度上为

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提供了现实依据。从目前现状来看，大部分人更倾向于将贫困生与自卑、怯懦、封

闭等消极评价相关联，容易忽略其积极心理品质，贴标签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在此取向的影响下，

其主体作用的发挥并不到位。 

4. 美育内涵及功能 

美育作为新时代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立德树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它

具有愉悦身心、丰富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功能，对于促进高校贫困生健康成长和励志成才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要树立学科融合理念，充分挖掘和运用丰富的美育资源(如心灵美、健康美、行为美、语言美等)，有机整

合相关学科的美育内容，大力开展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融合，引导学生树立完善人格修养(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2020)。 

4.1. 内涵 

美育，又称审美教育或美感教育，即通过自然美、艺术美与社会美的途径培养人的审美意识、提升

审美能力和提高审美情趣及丰富审美经验，从而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愉悦、熏陶和提升。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

教育”，“美育能够陶冶情操、温润心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0)。”因此可以说，美育是

以人为本，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教育；是培根铸魂、打磨人精神的教育。 

4.2. 功能 

美育是一种改变、完善人精神世界的教育，它具有情感性、具象化和感染力等突出特征。它能够通

过生动、丰富的形象来传递美的内涵和精髓，在促使人们获得感官享受的同时，实现愉悦身心、陶冶情

操、滋养心灵、涵养精神、塑造健全人格的目标；它擅于通过情感唤醒、产生共鸣、触动心灵等方式达

到教育的目的，有利于帮助人们挖掘和强化自身的良好心理品质，增强心理潜能；它倾向于用浸润的方

式引导人们在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过程中增强自信心和幸福感，促进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的和谐相

处。因此，在加强和改进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以美育心、以美化人”的作用，

真正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理想效果。 

5. 美育对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多元价值 

美育是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它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其根本

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而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则是根据贫困生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运用心

理学的教育方法，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其整体素质全面提高的教育，它也是新时代育人的必然

要求和重要考量。不难看出，两者具有内容上的通融性和目标上的一致性。 

5.1. 有利于促进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实现 

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个人良好的心理品质，增强心理调适能力，促进人格发展与改善，全面提升

心理健康水平和应对生活的能力等。而美育的目标是帮助人们提升审美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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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品格，促进个体身心的和谐统一，因此可以看出两者在促成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丰富精神世界、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将美育融入心育，有利于实现润心铸魂、全面育人的目标。 

5.2. 有利于拓展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美是有力量的，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强调审美教育对于人格的培养作用(臧知非，2008)。近代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曾言：“美育是最重

要、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他将美育定位成情感教育，指出其对培养人格的重要意义(金雅，聂振斌，

2009)。著名美学家冉祥华指出：“美育是‘乐’的教育，它的内容是‘和’，即调和人的性情，使人的

精神保持和谐，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冉祥华，2008)。”可以说，美育的每一种具体形式如自然

美、艺术美、社会美、科技美等内容都是心理健康教育的有益补充，大大丰富了其教育内涵。 

5.3. 有利于丰富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载体形式 

心理健康教育属于专业性、理论性和实践性较为突出的一种教育形式，而美育作为一种美感教育、

心灵教育，更善于通过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感染人的情绪、提升人的认知、净化人的心灵，能将

抽象的理论形象化、生动化、具体化，可为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注入活力，让学生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

获取。因此，在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融入美育元素，用榜样激励、情感陶冶、艺术感染等方式引导

贫困大学生正确认识贫困、勇于面对挫折、开发心理潜能、优化心理素质。 

6. 美育融入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路径 

在促进美育和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过程中，应深挖美育元素，突显美育功能，既要重视

高校主阵地的主导作用，也要发挥贫困大学生的个体价值。 

6.1. 学校层面——“发挥主导，以美育心” 

6.1.1. 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 
专业化、高水平的师资是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石。“亲其师才能信其道”，教育的过程是教

师与学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教师要用积极上进的思想、文雅端正的言行和健全高尚的人格，通过榜

样示范的方式直接影响贫困大学生。因此，高校要增强教师队伍的政治素养和综合素质，重视教师审美

素养的提升，塑造和培养个人言行美、人格美，真正做到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学校应结合贫困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开设美学相关选修课程，通过系统的课堂教学强化美学理论基

础，唤醒审美意识，增强审美能力，指导其擅用“美的眼光”探索世界，从而在发现美、体验美和创造

美的过程中调节情绪，开发潜能，健全人格，创意创新。此外还应树立学科融合的理念，加强美学理论

与心理学理论的充分结合，深挖心理学知识中蕴含的美育资源和内容，引导其客观理性地看待家庭经济

贫困带来的双重影响，调动学生心理自主构建的积极性；同时灵活运用美育载体，发挥其形式多、趣味

足、易接受、效果佳的优势，让心理课程内容真正实现入脑入心。 

6.1.2. 依托第二课堂，凸显美育元素，打造沉浸式心理实践活动 
第二课堂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和重要延伸，可以承载更多的教育形式和内容，有利于帮助贫困生

在实践中陶冶情操、磨炼意志，实现综合能力的提升。一方面，高校应充分运用美育资源丰富心理活动

内容，促使贫困生心理实践活动更贴近学生，更具特色。如举办团体心理辅导专题活动——“用‘美的

眼光’看世界”等，引导贫困生用乐观的心态看待客观世界，激发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另一方面，利用

美育的具象性、感染性等特点，在社会实践、校园文化活动、志愿服务等方面融入吸引力大、感染力强

的艺术载体形式，创新教育渠道，使其在“行走的课堂”中实现内在修心，外在修为的目的。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6382


余琪，丁洁 
 

 

DOI: 10.12677/ap.2024.146382 78 心理学进展 
 

6.1.3. 美化校园环境，营造“以美润心”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是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其内部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所发挥出的浸润和渗透作用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花木繁茂、景致宜人的校园环境和格调高雅、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高校应努力营造“以美育心、以美育人”的良好氛围。一方面要塑造校园内

的自然环境美，注重校内建筑、景致、环境的实用性和美观性相统一，让贫困大学生在优美舒适的环境

中放松心情、美化心灵；另一方面将美学元素与心理活动相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校园文化活动，

引导贫困生在感受、体验美的同时引发情感共鸣，获得精神滋养，提升创新精神。 

6.1.4. 创新工作路径，结合美育优势，增强贫困生心理教育的即时性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师生们拥有了更加开阔的交流空间。数字化平台可以让枯燥抽象的

理论知识从书本上走到大学生的身边，更容易激发情感互通、心理共鸣。因此高校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

资源，促进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帮扶的有效性。一方面加强校园网建设，在进行内容设计过程中

充分融入美育理念，强化网站功能性与美观性的有效统一，提升网站吸引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加强

与贫困生的网上互动交流和教育引导，亲切且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心理健康的宣传，及时解答学生心理

问题，线上线下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形成育人合力。 

6.2. 个体层面——“调动主体，向美而行” 

6.2.1. 重视个体审美素养的提升，内修于心，外化于行 
贫困大学生可通过选修美学相关课程来加强美学理论和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个人审美意识和审美

能力，充分释放美育对于个体心理健康的促进和提升作用，主动将其内化为一种自我修养和品行，从而

形成积极平和的心态和成熟健全的人格；同时将审美素养外化为自觉行为，如自信健康的社交方式、得

体大方的谈吐等。 

6.2.2. 积极参加美育实践活动，丰富个人精神世界 
美育实践活动是贫困大学生认知自我和完善自我的重要途径。它有利于强化和培养贫困生的积极心

理品质，塑造健康人格，提高创新能力；有利于引导学生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要鼓励贫困大学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好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升；要利用好美育实践平台，

在实践中正确认识自我、积极悦纳自我，发展完善自我；要学会用积极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选择用科

学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断增强心理弹性，温润性情、塑造健康人格。 

7. 结语 

心理健康教育是贫困大学生成长成才和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而美育在助力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两者互融共促，在实践中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如美育激活了传统的教育资源，

美育理念的结合使得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和形式更具吸引力和趣味性，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效果；

美育也丰富了心理教育活动的载体形式，类型多样的活动能够更好地满足贫困生群体的需求，引导贫困大

学生主动参与，提高教育的针对性；美育元素的融入大大拓宽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阵地，有效实现了“大水

漫灌”和“精准滴灌”的结合，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之中发挥着“以美润心、以美育人”的作用，帮助

贫困生在提升审美素养的同时不断探索自我、发展潜能。因此，将美育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对于

促进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也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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