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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新时代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呈现出像空心病这类价值层面的问题，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要有效改进教学方

法，把经典的中华优秀文化故事和校园精神文化故事以及个人生命故事将正能量价值观融入心理健康教育，

有助于大学生探索自我价值，增强自我观念，塑造健康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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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教育部党组 2018 年发布的《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

要有效改进教学方法，在培育大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过

去十几年，任课老师在课堂上通过西方心理学知识对大学生进行心理赋能，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呈现出新的特点，他们的心理困扰已非纯粹的心理问题，而是像空

心病这类价值层面的问题［1］，缺乏中国文化根基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已无法帮助大学生应对深层次的

心理困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亟需做出调整，实现对大学生启智润心。

通过叙事浸润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教学方法。研究表明，叙事具有赋能作用，如在

家族活动中一次又一次地叙说与传递父辈和祖辈的正能量故事，诠释相关生活和生命的理解，让青少年

发展自我概念的同时，提升心理弹性、优化适应和提高克服挑战的可能性［2］。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叙说个人过去经历的故事或倾听与个人成长的文化、背景有链接也有助于表达和定义我是谁，形成自我

观念和价值感。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中，如果能充分利用各种积极、强壮的叙事向大学生赋能，可

有效激发他们对自我成长价值的探索，增强自我观念，化解价值观空心化问题，满足新时代大学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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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需求。

2  叙事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意义

2.1  叙事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有助于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当前，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等方面面临诸多困扰。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

可以将它在人格优化、挫折应对等方面蕴含的思想、知识和技能传递给大学生，促进他们提升自我境界，

发展出应对挫折的生命智慧，领悟自我价值感与生命意义，从而提高心理弹性和建立应对大学生活挑战

的力量。开展个人生命叙事，大学生可以学会使用正确的叙事方式，勇敢表达自己的生命故事，从自己

的记忆和经历中获得生活的一致性和目的性，并在其中建构过去、体验现在和期待将来，促进自我的连续、

统一与整合［3］，深刻理解个人的生命意义，从而有效管理情绪、健全人格，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2.2  叙事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有利于对大学生强化价值观沁润，预防

心理危机

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是个人行为的精神动力，是引发心理问题的深层因素。大学生诸多的心理问题

是由价值冲突引起的，协调的、稳定的、正确的价值观是良好心理健康的主要条件［4］。研究发现，大

学生价值观影响并可以预测其应对方式，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影响其心理健康，那些追求品格高尚的大学

生面对压力时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解决问题，而金钱取向的大学生更多是不能面对现实，不同价值观

取向的人面对同一问题时，会产生不同的情绪［5］。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缺乏正

确的引导，就会出现所谓“躺平”现象，或引发一种与抑郁症相似的空心病危机，出现情绪低落、兴趣

减退、孤独和无意义感强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自杀意识时刻存在等情况。

叙事不仅是讲故事，更是教育青少年信仰和价值观的一种手段［3］。将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中华

文化叙事和校园精神文化叙事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就是向大学生传递积极的文化情感与价值观，

引导他们认识榜样对待生命态度，从而建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提升面对压力与挫折时的力量和

信念，预防他们因价值观迷茫，内心空洞、出现精神萎靡，或者预防他们因缺乏对生存的信仰，在巨大

压力下出现焦虑和自我否定，及在遇到挫折时出现轻生的状况。

2.3  叙事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有助于大学生在传统文化浸润中塑造良

好心理状态

目前高校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以西方心理学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其理论文本是在西方社会、政

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所传递的是带有西方白人文化特征的知识，它与我国文化所产生的情感和意识

认同没有共同的基础。心理是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产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心理。以西方心理学理论

文本为主的教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心理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它不能完全代表中华民族的

心理，也不能为调节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和发展自我认同提供中华文化力量。将中

华文化叙事和校园精神文化叙事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是在西方理论方法的基础上融合本土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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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尝试。中华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健康理念［6］以及强壮的精神谱系，让这样优秀的经典文化和强大

的精神叙事浸润大学生心灵，会极大促进大学生们感受和体验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理念，发展调节心

理健康的技能，在认识和理解精神力量中塑造出良好的心理状态。

2.4  叙事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有助于大学生建构新自我，拥抱绚丽人生

叙事可以为学生发展中华文化和校园精神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和核心认同提供途径，让大学生在经

典的文化故事中理解我是谁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进而聚焦于自我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探索，

发展出强大的代际自我感和投射到未来的人格力量，逐步把自我的价值感“立起来”，建构新自我。叙

事也会为大学生们提供一个重新建构生命故事的平台，让大学生在自我生命叙事活动中学会在“外化”

问题中解构不良认知，在寻找问题故事中的“例外”事件改写生命故事，在重塑关系中看到自身的价值

和长处，改变身份认同，逐渐丰厚个人生命故事，从而能理性分析和面对暂时的失败，满怀信心地拥抱

绚丽人生。

2.5  叙事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心理体验，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学习

兴趣

叙事本身可以作为一种体验学习的资源。思想政治课和历史课的实践表明，家庭历史叙事活动对学

生学习有促进作用［7］。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教学实验表明，小故事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中有大作用，

融入中华经典故事的教学提升了学生掌握和运用心理健康知识水平，有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性［8］。换言之，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中，向学生叙说中华文化和校园

精神文化中那些蕴含着做人做事大道理以及心理智慧的故事，如人际交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

观，知难而进、艰苦奋斗的愚公移山精神，有助于增强在中华文化熏陶下和校园精神文化影响下成长的

大学生的心理体验，激发学生对自我成长价值探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习兴趣。

3  叙事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困境分析

3.1  叙事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是一个新命题

在西方心理学理论基础上，将中华文化叙事、校园精神文化叙事和个人生命叙事融入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课是一个新命题。虽然研究表明，健康的叙事模式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通过健康的叙

事赋能，有助大学生提升自我认同，相信自己拥有计划将来的能力，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会积极地看待

自我的生命意义和价值［9］。但国内目前还没有能将叙事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成熟路径，如何实

施也缺乏相关论述，特别是文化叙事如何对大学生的心理赋能的合理路径还需要积极探索。此外，如何

将叙事与新媒体资源结合与课堂，达到最佳的育人效果等也需要探索。

3.2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叙事素养有待提升

要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中实现叙事赋能，首先要求授课教师应具备良好的中华优秀文化素养和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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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本校发展历史中涌现出的校园精神文化，知道那些故事蕴含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和知识，那些故

事又可以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和生命观，这样才能将强壮的优秀的叙事与心理健康教育课相融合。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的任课教师都有这样的素养，如有学校调研发现，个别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课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导致融合中出现问题［10］。其次是当下自媒体泛滥，海

量信息鱼龙混杂，特别是存在恶搞、戏说传统文化的现象，如果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缺乏叙事素养，很容

易被带偏，在向大学生开展叙事赋能过程中不能做出正确引导，陷入误导困境。

3.3  对中华文化叙事和校园精神文化叙事缺少梳理

如果我们想要在中华文化叙事和校园精神文化叙事中赋能于学生，教育他们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理解

个人的生命意义，我们最好要去梳理、提炼和挖掘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校园精神文化中正能量时刻的故

事，要清楚什么样的故事适合用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什么叙事模式才起到赋能的作用。遗憾的是，

当前针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中华文化叙事和校园精神文化叙事缺少梳理，对最健康的叙事模式也

缺少探索，这是造成叙事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困境。

4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中叙事赋能的路径探析

4.1  在大学生压力和挫折应对教育中开展叙事赋能

大学生在校期间难免会经历各种挫折，如学习挫折、恋爱挫折、就业挫折等，如何正确处理？需要

大学生拥有智慧和良好的心理素养。中华文化和校园文化中有很多榜样人物积极应对挫折走出困境的故

事，如勾践永不放弃，发愤图强，“卧薪尝胆”20 年终于成为春秋最后一个霸主的故事，邓小平三落三

起，愈挫愈奋的故事。透过这些榜样人物起伏的人生经历故事，将正能量价值观融入压力和挫折应对教育，

向学生赋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挫折观，即面对挫折、接受挫折、处理挫折。

4.2  在大学生自我意识教育中开展叙事赋能

自我意识是人格的核心，对个人的成长、发展和成功都有重要的影响。当前大学生自我意识不完善

的问题比较突出，无法定义我是谁，导致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积极悦纳自己和定向改造自己。叙事是构

建自我意识的有效途径。将正能量价值观融入自我意识教育，向大学生诠释中华传统文化对相关生活和

生命的理解，激发大学生理解我是谁和探索自我成长价值，帮助学生完善自我认同，避免因为自我价值

感低，不知如何感知和接纳自己，忽略对个人的真实定义，陷入自我存在焦虑等问题中；或向大学生传

递仁爱思想，帮助学生提升自我修养，引导他们确立自我道德感，完成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

4.3  在大学生幸福人生教育中开展叙事赋能

幸福是一种心理体验，幸福的人生就是个人对生命的积极理解和感受所产生的满意体验。通过中华

传统优秀文化、校园精神文化精神和个人生命叙事对大学生开展生命教育，可以培植大学生的生命情怀，

正确认识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确认、接纳和喜爱自我生命，同时也让他们从传统文化和个人经历中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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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和确定自己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塑造健康积极的心态，提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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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Role and Path of Narrative Empowerment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Lu Yiy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Center,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which present value-
level issues such as “empty heart diseas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lasses in universities sh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integrate positive values in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rough classic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al stories, campu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stories, and personal life stories, which will help 
college students explore their self-worth, enhance their self-concept, and shape a healthy mindset.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lass; Narrative; Narrative empower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