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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心育”与“德育”的实践与探索

教师教育学院 雷玉菊

一、课程概况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门集知识传授、心理体验、行为

训练、品质塑造、信念树立为一体的公共必修课程。授课对象为大

一新生。1 学分，16 学时。

二、课程育人目标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心育”和“德育”过程中，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任务，时代新人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制定了“个性发

展—文化传承—积极心理培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个性发展与文化传承相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于大学

生人格塑造过程，塑造积极心理品质，学会爱与被爱，悦纳自己，

促进积极个性发展。

大学生积极心理的培育：包含当前目标和长期目标。当前目标，

学生在校期间能够理解心理健康知识，掌握专业心理调适技能，养

成健康生活习惯。长期目标则指向大学生毕业后的积极心理建设，

涉及毕业后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积极心态养成，获得幸福感。当

前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两者共同服务于个体一生心理健康的培

育。

三、课程思政案例

（一）案例 1：“内省感悟”——明确人生目标，准确认识自己

课程专题二“最熟悉的陌生人--认知自己，悦纳自己”。大学

生对自身的看法，将会影响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能够客观

的认识自己，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关于对自我的认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内省感悟”--认识自我，并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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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自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了解

他人的人，只能算是聪明。能了解自己的人，才算有真正的智慧。

能够战胜别人只能算是有力，能够战胜自己才算真正的强者。“见

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德才兼备的人，就向他学习，

希望向他看齐。看到没有德行的人，就要在内心反省自己的缺点。

通过他人的“镜像我”来客观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不断完善自己，

塑造健全的自我意识。

课程实践：通过“20 个我是谁”活动，让学生内省感悟自我的

多面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并在此基础上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进

而接纳自己、超越自己。

（二）案例 2：“修身立志”——塑造健康人格

课程专题三“破译人格密码——大学生健康人格塑造”。培养

积极心态，塑造健全人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心理健康

的重要标志。在人格的研究中，一直关注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中国

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格紧密联系在一起。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经典思想，人生的道路以个

人的修身为起点，希望大家以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目

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修身为本”的思想，强调立志在

人生中的重要作用。自先秦到宋明时期，思想家们都对修身立志有

不同的承续和扩展，成为一以贯之的传统。“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而修身之本就在于立志。志在学习中起到重要作用，“凡学，官先

事，士先志”有志向的人，才能立足于世，人一旦立志，未来奋斗

便有了方向，就可以坚持不懈专注守志、达志。

课程实践：采用“人物志”榜样示范、社会中的“佛系青年”

现象分析，促进青年学生领悟“修身立志”思想内涵，让同学们认

识到个人成长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筑牢家

国情怀，把小我和大我更好地统一起来。



— 3 —

（三）案例 3：“仁者爱人”——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课程专题五“善于人处的秘密——构建和谐人际关系”。良好

的社会支持系统、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我国著名的医学心理学家丁瓒教授说：“人类的心理适应，最主要

的就是对人际关系的适应，人类的心理病态，主要是由于人际关系

的失调而来”。造成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人

际交往排在首位。

关于人际交往，我们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孔子将交友看作有益的三种快乐之一：“乐节礼乐，

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论语·季氏》)。不会交往、孤僻、冷

漠被视为不正常的人格表现。同时也不能盲目交友，“君人者不可

以不慎取臣，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大略》)，将取友与君王选

臣相提并论，足见其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

智、信”亦蕴含着丰富的人际交往原则。“仁者爱人”“孝悌仁义”

皆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仁”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感情互动，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

解他人，体恤他人，这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和谐的基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蕴含的为人处世的第二法宝则是“宽容”“忠恕”。“君

子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即教

导我们要学会宽容。大学生会在潜移默化中怀有“仁爱”之心，本

着良好的动机与愿望，把“为己”和“为人”、“爱己”和“爱人”

统一起来，在现实社会中学会宽容大度、友善 乐群，为自己营造出

良好的人际关系。

课程实践：情景剧扮演“宿舍你我他”模拟宿舍中出现的人际

冲突，并基于“仁爱”“忠恕”之道，体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原则，学会沟通与处理冲突的方式。

二是通过模拟训练体悟“仁、义、礼、智、信”人际交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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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模拟训练“礼”，模拟人际交往中的礼的基本规范，以视频演示

和现场示范的形式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礼仪知识。

四、总结和思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积累了宝贵的文

化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其中“以德育心、以仁

宽心、以中平心、以忍强心、以乐养心”等是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

的内核元素。具体而言，“中庸”是心理平衡的法宝、“内省感悟”

是认识自我的良方，“修身养性”是完善人格的根基，“仁者爱人”

是为人处世的准则，“自强不息”是良好意志的体现，“中和乐观”

是情绪调控的核心，“中医情志说”是身心健康的修养法宝。儒、

道、佛三家“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分别以

不同视角对个体的心理调控和人生价值的追求以及健康心理的维护

进行了阐释。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的教育教学过程

中，在深入研习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理育人元素，并结合时代特征

和环境特征，多渠道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心育实践路径。然，在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心育”与“德育”过程中，仍有几个方

面值得注意。

一是师资队伍的综合素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专业的心理

健康知识，而且对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历史、政治和文艺等领

域均有一定程度的涉猎，还要对高校所在地域的传统文化资源较为

熟悉。心理健康教育与文化传承相结合，对师资的要求非常高。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心育资源”与心理健康课程内容的结

合的适配性。需要科学、合理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对传统文化加以合理

甄选，剔除其中不利于大学生积极心理发展的因素，而且要将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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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培育区别与传统文化宣讲，避免使之流于单纯的道德说教。

三是结合时代特点，探索融媒体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心

育与德育的路径。全方位多路径融入心育，在课堂讲授、第二课堂

活动、网络资源以及校园文化中均可渗透传统文化中的心育资源。

例如，第二课堂增设古诗词赏析大赛、古诗词朗诵大赛、书法训练

营、汉服游园会等活动，通过活动潜移默化的将积极心理培育与传

承优秀文化相结合。

初审： 吴银冰

复审： 秦 鑫

终审： 余海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