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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thoughts of mental educ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 str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today's posit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gard the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ationally and 
dialectically, persist in reference and transcendence simultaneously, advocate strengthening 
individual's belief edu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cultivate individual's ideal 
personality and lofty national spirit, and cultivate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ully 
infiltrated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daily teaching activitie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riching and perfec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osit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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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心理教育思想，对当今积极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有着极强的理论及实践借鉴价值。理性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心育观的价

值，坚持借鉴与超越并举，主张加强个体的信仰教育和责任意识教育，培育个体的理想人格

和崇高的民族气节精神，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心育观全面渗透在心理健康教育和日常教育教

学活动之中，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以不断丰富和完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体系。 

1．引言 

文化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自身的思想行为及其主体观念长期接受影响不断积淀

而形成的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过较长时期发展

形成的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它渗透在人类

社会自身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观念心态、审美情趣、行为与生活方式和语言之中，伴随

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得以传承和创造而形成较为稳定的形态，并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或民

族的发展和未来。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内容博大精深，

是世界文化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心育观的当代价值，科学借鉴中

国传统文化心育观的合理内核，对指导当前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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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积极心育观及其价值体现 

2.1 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心育观举隅 

作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重要的理性支撑工具，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心理

教育思想，我们应当重视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这些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内核，通过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科学传承与有效创新，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新体系，以此激发民

族灵魂的全面觉醒，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与创造精神，为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创生做出贡

献[1]。 

2.1.1 强调人本关怀，珍视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生命价值 

综观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内容和庞大的结构体系，我们可知中国传统文化极具人本色彩，

极力推崇人是天地万物之中最富有灵性的珍贵生命个体，特别强调关心个体的生存状态与发

展需要，主张通过文化手段来安身立命。《尚书》曾有记载：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

物之灵。《孝经》有云：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认为正是因为人类个体集聚天地之间

的德性，阴阳五行之间的灵气，才得以成为万物中最为杰出的种群。这些观点都可看作是中

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强调人类个体异于万物、高于万物的经典论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

极其重视对个体的人本关怀，这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和“民生民本”的社会发

展理念完全一致，自然可看作文化精华所在。道家推崇“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等思想，

强调要科学遵循个体身心发展规律与自然方面的规律，这些思想与我们今天在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中所强调的“尊重来访者或以来访者为中心”的观点基本相似。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主

张乐观向上，强调自我的超越精神，有助于人们化解自身的各种心理压力，能够为个体积极

的心理塑造提供理性支撑。 
2.1.2 推崇自省和诚信修身，注重道德教化培育理想人格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对个体自身的深刻反思，强调通过借助内省和诚信加以修身，这

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心理修养范畴[2]。如《论语·学而》有云：吾日三省吾身。孔子

特别强调自身为人和道德修养，主张“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并提到个人特别担忧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等问题；孟子认为每个人都要尽力做到“德慧术智”即所谓德行、聪明、技能和心

智；《礼记》文中强调“君子慎其独”等。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十分看重个体的立德与修

身问题，将其视为立身处事的根本法则。这与当前社会强调塑造个体具有健全的人格同样是

高度一致的，社会发展的确需要良好的道德规范与道德教化来重建个体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人格健全的个体社会适应性强，乐于接受新事物，悦纳自己并能不断地完善、超越与发展自

我[3]。同样，儒家主张“先义后利”；道家主张“上善苦水”、“宽容大度”与“恬淡宁静”；

佛家倡导消世隐退、随遇而安和与世无争等个体修养方式，看似消极却也能有效化解各种矛

盾。这些主张的根本目的是最终将个体发展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人格

状态。 

2.1.3 追求和谐有序，倡导自强不息的刚毅精神塑造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推崇备至的和谐主题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十分宝贵的精

神财富。不管是孔子主张的人际交往中“君子和而不同”，孟子倡导的“天时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还是墨子所推崇的“兼爱非攻”，以及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

我为一”等思想，都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特别看重日常生活中“和”的重要性。中

国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社会、自然等多方关系时，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发展规律，

也常把和谐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庸理论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构成，其本质特征同样

是强调和谐。《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主张个体发展与社会

发展的高度统一，尽力做到不偏不倚而恰到好处。同时，塑造个体自强不息与刚健有为的良

好个性品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同样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亦可将其看作是中华民族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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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态度与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和基本原则。儒家就特别强调个体应当刚健有为，主张自强

不息，勇于面对挫折并要有超脱精神。孔子倡导刚毅精神，认为匹夫不可夺志，其弟子曾参

同样主张士人应当“弘毅”。《周易》提出激励个体追求卓越的经典之作：“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 《中庸》也曾提出“人一能之己百之”的自强信念主张。自强不息与刚健有

为是推动个体不断奋进的心灵力量，激励个体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2.2 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心育观对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体现 

2.2.1 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心育观能为培育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提供精神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心育观特别重视个体的自我发展与道德养成，强调加强个体的身心修为，

模范遵从社会道德规范，重视人伦基本道德，建构成以全面提升个体的心理与道德素养为重

心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促进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更

是当前我们对年轻一代进行教育的宝贵资源，它能使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自身生存的价值和

意义所在，促成个体在精神方面更加充实和富足。 
2.2.2 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心育观能有效促进个体良好品格形成与构建和谐社会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已然进入物质财富高度富裕的时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精神

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同样面临许多新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心育

思想，理应成为维系当代公民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的根基所在。今天我们所提倡

的个体应当具备自强不息与正直诚实等良好个性品质，以及独具特色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理论，都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找到其文化渊源。当前积极心理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蓬

勃兴起，倡导心理学研究应当秉持积极心理取向，重点关注人类自身积极的心理品质，强调

充分实现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4]。我们应当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作用，为

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营造个体和谐向上的积极精神状态，努力传承中国传统

文化，并对其有所创新与发展。 

3．对中国传统文化心育观的辩证思考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心育观内涵极其丰富，饱含诸如自强不息、诚实守

信等优秀思想，这对于科学指导当前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但同时我

们也要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可能具有的消极因素，可能对当前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对中庸思想的错误理解形成所谓的中庸之道，将其过分解读为左右逢

源、八面玲珑甚至于阳奉阴违，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造成个体追求安稳、惧怕风险的思想观念，

因此而否定独树一帜、开拓创新的精神；片面主张和宣扬“富贵天定、听天由命”的消极思

想可能致使人们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奉献争取，有违现代倡导的追求精神，并可能影响国民的

正确价值取向、理性判断和对真理的追求，极易形成明哲保身的阴暗心理，阻碍科学与民主

的发展进程。 

许多学者在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相关研究中也提出与此类似的观点，那就是应当辩

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心育观的价值体现。施铁如（1996）认为传统文化中注重个体及其德

性以及追求和谐的人文精神，具有维持心理平衡的积极作用，可作为当前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的思想基础，但也可能导致个体封闭、压抑和不思进取等缺陷[5]。中国传统文化极其重视道

德教育，诸如孔子所主张的“克己”、“内省”；《大学》里提出将“三纲领、八条目”、

“内圣外王”等作为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体系。这些思想和主张在今天物质文明高度发达，

但道德滑坡、拜金主义思潮泛滥、生态环境恶化的条件下同样具重要的时代借鉴价值。但如

果过分遵循传统的伦理教育价值取向用伦理道德原则去包容和解释一切问题，则可能导致传

统文化对主体价值活力的限制，束缚主体对物质世界的积极探求和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国传

统文化特别强调主体意识，对激发培养个体的社会责任感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

作用。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伦理道德过分注重所谓“大我”而缺乏“小我”，过分强调伦

理和等级身份认同，过于顺从和保守的心理、崇尚权威的价值取向对当前教育的影响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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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压抑个性的自由发展，无法充分体现个体的主体创造性和开拓精神，遏制人的探索和创

新精神，与我们今天倡导培养的创新型人才的要求和特点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中国传统文化

注重引导个体树立较强的理想信念与政治抱负的同时，其中蕴含的封建专制思想可能使国人

在其熏陶影响下缺乏法制精神和民主意识，严重影响着个体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形成，

甚至造成个体对其生存价值认知不明而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 

4．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心育观的借鉴与超越路径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积极心理学思想迅猛发展给心理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冲击与活力，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成为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取向。在当前全面实施积极心理健康教

育的背景下，认真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心育观积极探索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践路径势在

必行。 

4.1 加强个体信仰教育和责任意识教育，培育理想人格全面提升个体心理素养 

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应当全面结合对个体进行理想与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与

价值观教育等活动形式，有效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优秀心育思想，积极引导个体树立

志存高远的远大理想追求，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借鉴老子提出的励

志名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曹操的豪言壮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

不已”，等等。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心育观充分运用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之中，

必定能够极大地提升教育教学效果。景怀斌（2002）认为，传统文化教育能够有效培养个体

的信仰意识，从而统合、控制甚至压抑个体身上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能够从个体的生存价

值和心灵层面入手维持个体心理健康的平衡状态[6]。儒家主张通过日常内省、自我调整来维

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同时强调增强个体责任感，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控制各种

可能引发心理困扰的生活事件来加以解决。鲁力（2016）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激发个体

的生命价值感和使命感，对生命神圣感有所体会的人就会感到生命的价值感，并实现对生命

有高度的认同[7]。曾红（2012）提出儒道佛相融合的理想人格结构，认为其主体特征包括内

圣外王的圣王人格和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两个方面。认为达成内圣外王的境界后人才能有平

常心，即成为来去自由和恒常自在的个体[8]。我们还可以看到，儒家主张听天由命的思想自

然有其消极成分，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当个体把个体的发展结果都归结为外部的神秘力

量来掌控时，个体自身承担的责任感可能因此而消失，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不良心理反应也

可能因此得到化解。这其中也有积极心理方面的方法或因素可供我们借鉴。因此，大力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既能科学指导当前我国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强化心理咨询与辅导工作的

实际效果，并能不断提升个体的心理素养，也同样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价值。 

4.2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心育观全面渗透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之中 

正因为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过分偏重教化功能而相对弱化“学”和“育”等功能，当前

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应当充分考虑个体的思想状态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将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心育观与心理健康教育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要通过精心设计心理健康教育专题教

学活动，积极寻找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授课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心育观的深度融合结点，将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心育观贯穿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实践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实践中可尝

试借助视频观看、专题讨论和经典文化专家讲座等多种方式来拓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

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个体自身心理健康知识内容和结构体系。同时，要重视将中国传统文

化心育观应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创新探索，可采用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紧密结合等综合

互动模式，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心育观渗透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实践中应当重视积极组

织个体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可以充分利用传统节日或假日活动，深入开展富有民

族或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将传统文化教育资源有效融入各项教育活动之中，让个

体在亲身实践与体验中感悟崇高并不断汲取精神力量，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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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提升个体素养。 

4.3 重视个体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并培育崇高的民族气节精神 

今天的积极心理学研究特别关注个体的幸福、快乐、和谐与乐观等积极的人格特质的培

养，并认为借助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来增强个体的积极心理体验是其最佳途径。实施积极心理

健康教育就是要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积极心理教育因素全面开发个体的身心

潜能，促成个体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心理品质。在中国传统文化心育理念指导下的积极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应当重视创设良好的心理教育环境，科学引导并帮助个体正确面对和有效化

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充分激发来自于在个体内部的诸如诚实、刚毅、乐观等积极

心理品质，提升个体生活与生命质量。同时，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追求独立与发展、

实现祖国统一与繁荣富强的主旋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心”与“民族魂”。

特别是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当今时代，加强对个体的崇高的民族气节精神的培育显得更加

重要。爱国主义传统是经过历史发展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所在，是我们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永恒不变的主题。如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弘扬正气、追求真理与保卫祖国不惜以身殉

国或慷慨就义，这些都可作为热爱祖国而矢志不渝伟大情怀的丰碑和典范，自然可以而且应

当成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资源。在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还应当大力弘扬

并传承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人文精神与当代人本思想

高度融合，培育个体崇高的民族气节精神，让个体深刻体会身为中国人的尊严与自豪，以激

发个体对人生价值的深层思考和幸福生活的积极追求。 

5．结语 

综上所述，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心育观与当前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有着诸多异

曲同工、不谋而合的地方，我们要从中华民族自身历史和现状出发，古为今用，博采众长，

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育观科学指导当前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积极探索符合中

国本土实际的心理健康教育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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