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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目前我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进展并不乐观，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比较陈旧，本土化研究相

对薄弱，建立一个以文化为依托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尚需时日。鉴于此，本文通过研究文化自信与心理

健康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当前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所面临的挑战，给出了在文化自信视野下

优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策略。旨在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培养具有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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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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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progres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is not optimistic. The curriculum system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relatively outdated, and lo-
calization research is relatively weak. It will take time to establish a cultural base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odel.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onfi-
dence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poses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al-
lenges currently faced by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iming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cultural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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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健康是人们生活、学习、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面健康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各方面的竞争愈

演愈烈，人们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日臻突出。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其心理健康关系到社会的

稳定和发展。新时代大学生理应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守护者和践行者，但当下一些大学

生不缺对新潮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好奇，缺乏的是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以至于出现

困惑、迷茫等心理问题(熊英，魏熠菲，2023)。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具有凝聚人心、鼓舞斗志、

激发创新和推动发展的作用。因此，在文化自信视域下研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策略，对于提高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颇为有益。 

2. 文化自信的价值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2.1. 文化自信的价值 

文化自信是一种基础性、广泛性和深刻性的自信，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自身

文化创新创造的看法，对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坚守，以及对光明前景的信心。文化自信具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价值： 
第一，国家层面。首先，文化自信是构建国家认同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其

民族精神的体现，文化自信能够强化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其

次，文化自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提升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通过文化的传播

和交流，可以增强国家的外交话语权，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再次，文化自信有助于国家在面对外部文

化冲击和挑战时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避免文化同质化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最后，文化自信有助于保

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文化自信意味着尊重和保护本国文化特色，同时也能够

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第二，社会层面。首先，文化自信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一个自信的文化能够激发创新和

创造力，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其次，文化自信有助于传承和

弘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可以培养国民的正确价值观念，促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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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和道德风尚。其次，文化自信对国民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一个自信的文化环境能够帮助个体

建立积极的自我认同，增强心理韧性，促进心理健康。最后，文化自信在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

过教育传递文化自信，可以培养具有民族自豪感和国际视野的新一代，为国家的发展储备人才。 
第三，个人层面。首先，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文化自信一方面可

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文化自信有助于大学

生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归属感和满足感，塑造正确价值观，促进心灵成长。其次，在多元文化交融的今天，

文化自信可以帮助大学生正确面对和处理外来文化的冲击，保持自身文化特色，不被外来文化同化或迷

失自我。通过对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自信，大学生能够增强理性面对文化冲击，增强身份认同。最后，

文化自信鼓励大学生主动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素养。同时，文化自信鼓励大学生全

面发展，培养综合素质。这就要求大学生不仅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栋梁之材。 

2.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第一，对心理健康认识不足。众多大学生对心理健康问题了解不深，缺少必要的心理健康意识。由

于对心理健康知识的缺乏，学生对心理问题表现为轻视和忽视，会认为当前由于压力导致的焦虑以及压

抑是正常普遍的，往往不会寻求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或咨询学校的心理健康教师，这会导致心理健康问

题的扩大(张航，2024)，甚至可能触发更严重的心理障碍。 
第二，心理健康教育资源短缺。一些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教育资源紧缺。这

些高校缺少足够的教师和专业设施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限制了教学质量和效果。同时，由于资源的不

足，一些学生无法获得及时且有效的帮助与支持。 
第三，教育方法和教育模式单一。一方面，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比较单一，缺少针对性和实效

性。通常采用集体授课的方式，缺乏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且课程设置较少。这种模式难以满足大学生

的实际需求，无法有效解决他们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相对滞

后，未能与学生实际的心理健康教育学习需求相符，而且现有教育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较少，主要

对学生进行简单化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未能全方位地引导学生心理素质、素养、积

极品质等(蔡婉君，2022)。 
第四，缺少有效的心理预防机制。传统心理健康教育以预防大学生可能出现的心理疾病和解决已经

出现的心理问题作为主要的工作内容。这是一种消极的、片面的教育模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但是不利于大学生的长期发展(刘明娟，2022)。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高校往往只

关注已经表现出问题的学生，缺乏有效的预防机制。这种预防机制的缺失使得心理健康教育处于被动状

态，无法实现提前预防和干预，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也让一些潜在问题无法被及时发现。 

3. 文化自信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意义 

文化自信是指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的文化，

从而增强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文化自信还是理解和应对抑郁焦虑相关消极情绪的一种机制，这

既显示了文化的社会心理功能，也是文化自信勃兴的必然结果(毕重增，吴良，赵玉芳，2022)。可见在心

理健康教育中，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作用。 
1) 文化自信可以提高个体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自信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文化自信能够使

大学生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有更深刻的认识和认同，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心理态

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了心理调节的阀门(朱建军，2020)，有助于大学生应对日常

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增强心理适应能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当个体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信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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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更加自信地面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从而更容易保持心理健康。 
2) 文化自信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目标是培养大学生

建立健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他们的心理素质与适应能力，推进其个性的成长以及社会适

应能力的提升。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文化自信能够使大学生对自己的文化

传统和民族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有助于大学生深入理解和坚定信仰中华优秀文化，培养出稳定而积极向上的心态，帮助他们在纷繁复杂

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与心理平衡，这样才能够在实现个人梦想与肩负社会责任的旅途中寻找到不竭的

动力与正确的方向。 
3) 文化自信可以激发个体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的心理品质是心理健康的重

要保障，而自信是积极人格的基础(张春阳，2020)。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是更深层

次的自信。当个体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信时，他们会更加积极地探索和创新，从而激发自己的创造力

和创新能力，使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作出贡献。这种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对

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使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保持心理健康。 
4) 文化自信可以促进个体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在现代社会中，文化交流和融合越来越频繁，

文化自信一方面可以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各种文化激荡，保持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和独立性，不被外来

文化带偏方向。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其他文化，从而减少文化冲突和误解，提

高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 

4. 文化自信视域下心理健康教育的优化路径 

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根源于和立足于特定的文化。或者说，文化是心理学根植的土壤和养分来

源(杨文登，2008)。文化心理学家强调文化、哲学、环境等因素对个体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的影响(侯玉

波，朱滢，2002)。文化对个体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人们可观察的外在，如服饰、语言、习俗等有所不同，

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个体在价值体系、思想观念等内在心理特征方面也有着深厚的文化烙印(Peng & 
Nisbett, 1999)，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可见，文化自信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策

略的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1. 以文化为导向，增强心理健康教育实效 

缺少文化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缺少自己的精髓，人是文化的动物，人的心理也离不开文化的熏陶与

渲染(何思彤，蒋继春，葛鲁嘉，2017)。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心理健康的基石。

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我们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理调适智慧，儒家哲学强调“仁、义、礼、智、

信”五常，这些价值观对于培养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作用。在心理健康教育中，仁爱

可以培养同情心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正义则鼓励人们做出正义和道德的选择，提升自我价值感；礼节则

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人内心的平衡；智慧有助于人们理性地看待问题，避免盲目冲动；信用则促进

信任建设，增强社会支持系统。此外，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鼓励个人从自我完

善做起，逐渐扩展到家庭、社会和国家，这种逐层扩展的责任感有助于个人在面对压力时保持积极的心

态，和社会建立积极的关系。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从而帮助个体建立积极的心态，增强个体面对困难和挫折的能力，提高个

体的心理韧性。 

4.2. 以文化为依托，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应紧抓本土心理理论的基础，汲取中华文化的精髓，并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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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首先，对教学内容进行革新，削减对外国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的过多依赖，转而加大对本土心理理

论的探究、进化与应用的力度，旨在构建与我国本土特色相契合的心理知识体系。同时，将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卓越思想引入课程教学。其次，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淘汰“以教师

为中心”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借助中国文化中的鲜活案例进行情境创设，并通过体验式教学法，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度。此外，教学中还可以整合书法、绘画、诗歌、音乐、内观冥想等心理调适手

段，以提升教学成效。第三，对高校课程学习的评价方式进行改革，摒弃单一的理论测试方法，结合技

能评测，把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理念融入评估体系中，全方位考量学生的理论理解和实战应用能力。

最后，对教学团队的建设进行改革，塑造一支深具文化底蕴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将中华传统文化

的精粹逐步内化为学生的心理资本。可以通过读书分享会、研讨会、图书馆和博物馆探访等活动加强教

师队伍的传统文化修养；通过专题式课堂展示、教学竞赛、文化演讲等途径，提高教师的教学素质；并

将文化因素纳入教师评价体系，以增强教师对文化修养的重视。 

4.3. 以文化为中心，构建本土化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普及网络 

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普及网络是传播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意识的重要途径。各高校要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传播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同时，要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普

及网络的本土化，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和方法，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在特定国情

和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参考、借鉴和本土化改造国外先进科研成果的同时，更要

立足我国民族心理、传统心理、教育心理的具体情况，注重本土原创心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和创新，充

分发掘和应用本土心理学资源，形成本土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体系(廖文娜，罗向晗，孙奕，2022)。 

4.4. 以文化为指引，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活动 

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倾向“知行合一”的思想理念，仅仅使用理论上的教学方式还是不够的。需要将

文化指导有效地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达到心理和行为的统一的境界(李莎，欧阳健舒，张仁

丰，2021)。高等学校可以每月或每周通过社团或者班级活动等形式进行特定的心理健康文化教育，将中

华传统文化中的心理资源合理融入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增强文化自信，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多元

化发展。此外，高校要组织各类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如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心理互助小组、心理素质拓

展等，使学生在实际操作中体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增强文化自信。进而使其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

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有更深刻的理解，能够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文化身份，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

的发展和变化。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保持心理平衡，增强心理韧性和适应性。 

5. 结语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冲击，文化自信的传承和弘扬对于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自信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心理

适应能力，提高个体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其面对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激发个体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应充分挖掘和利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将文化自信与心理健康教育相

结合，为大学生提供更为全面、深入的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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