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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实践路径探索
——以中职学生为例

张　娟

（湖南建设中等职业学校（湖南建设技师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5）

摘要：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我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各个领域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任务，在

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中职学生正处于人生重要发展阶段，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普遍面临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和困扰。本文将探讨优秀传统文化在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融合实践路径，旨在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

为中职学生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和引导。通过课堂教育、校园文化、人文关怀、社会关注等多种途径，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教

育的有效融合，提升中职学生的心理素质和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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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中职学生作为

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他们

需要在短时间内掌握实用的职业技能，同时还需要具备良好的综

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他们不仅要应

对学业压力，还要面对就业压力、人际关系问题以及未来职业规

划的不确定性。这些压力往往导致中职学生出现焦虑、抑郁等心

理问题，影响其学业和生活的质量。因此，加强中职学生的心理

健康教育，提升其心理素质，已成为当前教育领域的迫切需求。

在世界文化激荡碰撞的今天，我们仍需要从数千年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来指引未来前进的方向。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

道德规范，兼具民族性、先进性、教化性于一身，是根植于中华

民族血脉中的优秀基因，对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

启示和借鉴作用。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着实是一种富有创意且意义深远的教育实践。

二、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现状与挑战

（一）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中职学生处于青春成长期和职业准备期的交汇点，他们面临

着学业、就业、人际关系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等多重压力。据

有关方面研究表明，中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迷茫、焦虑、

情绪不稳定、缺乏自信心、逆反心理、人际交往障碍等。这些问

题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和生活状态，还可能导致认知偏差、

社交障碍、行为问题等，对其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产生较为深远

的影响。

（二）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挑战

学业压力层面：中职学生面临着与普通高中生相似的学业压

力，包括专业课程的学习、实践技能的掌握等。由于其学习基础

和爱好兴趣的差异，往往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卑心理。

就业压力层面：随着就业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中职学生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沉重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

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综合能力。

人际交往层面：中职学生处于青春成长期，身体和生理上的

变化导致情绪波动较大，面临复杂的人际关系，往往缺乏处理人

际冲突和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经验，容易出现社交障碍和无助感。

未来职业规划的不确定性：中职学生缺乏与社会实际工作环

境接轨的实践机会，对未来职业规划缺乏清晰的认识和规划，导

致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往往感到迷茫和焦虑。

三、优秀传统文化在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一是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涵育核心价值。优秀传统文化在帮

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强调仁爱、礼义、忠诚、诚信等核心价值，这

些文化精髓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哲学智慧，能够为中职学生

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行为准则，引导他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

态度和道德观念。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学生可以了解到人与人之

间的关爱和尊重的重要性，学会以礼待人、以诚处事，从而涵养

良好的精神品格和社会责任感。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故事和人

物形象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不灭星光，为学生带来生动的道德榜样

和人生启示，引导中职学生正确看待得失成败，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培养自我反思的能力，不断增强自信心和责任感。

二是以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启迪学生心智。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

家提倡“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返璞归真

的价值取向，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柔弱不争的处世之道，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哲学思想。它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

系，鼓励学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这一理念对中职学生启迪

心智、调节情绪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优秀传统文化饱含着丰富

的情感表达和人生哲理，能够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增强他们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故事、诗词歌赋等，学

生可以从中寻得心灵的慰藉，缓解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

三是以其深邃的处世智慧提升人际关系。世间万象纷繁复杂，

如何修炼自我，如何妥善处理人际关系，这无疑是一门博大精深

的学问。方圆之道，寓含深意：方，象征着人格的基石与道德的

准则，是为人之根本；圆，则代表了灵活变通与和谐共处，乃处

世之艺术。唯有将刚毅坚定与圆融通达完美融合，做到外圆内方，

人生之路才能更加畅行无阻，游刃有余。老子多次以水作喻暗示

此理，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人

的一生或许应如水般不为万物分优劣或因其不同而偏私任何一物，

拥有容涵万物、润泽苍生的胸怀，其深邃的处世智慧对中职学生

提升人际关系和克服人际交往障碍大有裨益。

四是以其明善的修身之道促进心理健康。“明善诚身”出自于

《中庸》，它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

是儒家经典之一。在大千世界中坚守正道的根本，通过规范言行、

提升修为能够让赤诚之心焕发新光，并将此光芒投射于修身立德之

中，阐发出人类最优秀的精神品质。通过学习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学生可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道德修养，从而增强内心的力

量和稳定性，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冷静和理智，锻造勇毅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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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格，对培养中职学生的健康心态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

四、优秀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实践路径

（一）将传统文化融入课堂教育

1、开设传统文化课程。中职学校可以开设传统文化课程，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赏析》等，通过讲授

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思想精髓和人文精神，引导学生领略传统

文化的魅力，不断提升文化素养。

2、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在传统文化课程中，融入心理健

康教育内容，如讲解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理念、应对压力的方

法等，帮助学生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解决心理问题。例如，通过

讲述《论语》中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引导学生学会

坦诚面对自己的情感和问题，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二）将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1、举办传统文化活动。中职学校可以举办传统文化活动，如

书法比赛、诗词朗诵会、传统节日庆典等，如“传承国学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浓情重阳，弘扬孝道”等。让学生在参与中感

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2、营建传统文化氛围。中职学校可以通过校园广播、宣传栏、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宣传传统文化的知识和理念，营建浓厚的传

统文化氛围。同时，邀请传统文化专家、学者进校园进行讲座和

交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资源。

（三）将传统文化融入心理辅导

1、开设传统文化心理辅导课程。中职学校可以开设传统文化

心理辅导课程，如《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传统文化中的情绪管理》

等，帮助学生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进行心理调适。例如，通过讲

解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引导学生学会放下执念，接受现实，

减少心理压力。

2、运用传统文化进行心理辅导。在心理辅导过程中，可以运

用传统文化的理念和方法进行辅导。例如，通过讲述《道德经》

中的“知足常乐”，引导学生学会知足常乐，减少攀比和虚荣心

理；通过讲解《论语》中的“君子不器”，鼓励学生追求全面发展，

提升自我价值感。

（四）将传统文化融入网络平台

1、设置传统文化专栏。在校园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媒体传播

平台开设传统文化专栏，定期分享诗词歌赋、历史典故等文化素材，

引导学生关注和了解传统文化。

2、开发网络精品课程。结合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求，开发以

讲解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网络精品课程，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和辅导。

同时，加强网络精品课程推广，使更多学生能够接触到这些资源。

（五）将传统文化融入家庭教育

1、引导家长运用传统文化。中职学校可以组织家长培训，向

家长传授传统文化的知识和理念，引导家长运用传统文化的方法

进行家庭教育。例如，通过讲解《孝经》中的“身体发肤，受之

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引导家长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

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和责任感。

2、共同参与传统文化活动。中职学校可以鼓励家长与孩子共

同参与传统文化活动，如一起参加书法班、茶艺班等，增进亲子

关系，培养孩子的文化素养和心理素质。同时，家长可以在日常

生活中向孩子传授传统文化的知识和理念，如讲述历史故事、名

人传记等，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六）将传统文化融入社会实践

1、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中职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如走进社区、敬老院、孤儿院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

统文化的“仁爱”精神，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这些活动

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还能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

2、开展参观考察活动。中职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

文化遗址等，了解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增强学生的

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同时，可以邀请文化专家进行现场讲解

和交流，让学生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

五、优秀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实践案例

（一）案例一：某中职学校开设的传统文化心理辅导课

某中职学校开设了传统文化心理辅导课，课程内容包括传统

文化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关于修身养性、立身处世

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指南，也

为现代社会个人成长和道德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通过课堂讲

授、案例分析、多媒体展示、交流互动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深入探究。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了解到优

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还学会了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进行心

理调适，提高了心理素质和综合素养。

（二）案例二：某中职学校举办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

某中职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如书法比赛、

诗词朗诵会、节日庆典等。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到了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还能够促

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同时，这些活动也能够为学生们提供展示才华、锻炼能力的平台，

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六、结论与展望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中职学生的心

理问题和挑战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我们将继续探索优秀传统

文化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为中职学生的健康

成长和全面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教育

工作者和研究者加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中来，帮助学生识

别和解决心理问题，提高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共同推动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

本文综合了当前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融合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融合实践路径，

旨在为解决中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深

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价值，结合中职学生的身心

特点和现实需求，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这种做法不仅能够为学

生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和引导，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帮助他们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促进其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岳淼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教学的实践路

径 [J]. 科教文汇，2024（20）：56-60.

[2] 罗希贝利 . 高职学生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J].

大学，2024（11）：181-184.

[3] 李娟娟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意义与路

径 [J]. 百花，2022（01）：33-35.

[4] 李晓梅 . 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职生心理健康文化调适路

径研究 [J]. 极目，2023（06）：82-86.

[5] 辛海琳 .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策

略分析 [J]. 中华活页文选（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2023（10）：

148-150.

本文系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 年职业教育专

项“积极心理学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中职心理健康教育

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JK24BZJ047）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