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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拥有约 ５０００ 年 的 文 明 史 ， 各 个地域在长期 历 史进

程 中 形 成 了 丰 富 而灿烂 的传统文化 ： 这些地域特 色 浓厚 的

地方风俗 、 历 史传承 、价值观念等 共 同 凝聚 为 中 华 文 明 。 地

域文化 的 深厚底 蕴 能 够 培 养人们 正 确 的 世界观 、
人 生观和

价值观 ， 帮 助人们 塑造 良好 的 品格 。 通过梳理 不 同 的 优 秀

地域文化 ， 能够将这些 宝 贵 的 资 源 用 于教 学 ， 帮 助 学 生树立

民族 自 信心 ，
培养 学 生 的健康心理 。

由 王 文建 、夏 梦著 ，
经济科 学 出 版社 出 版的 《 高 校德 育

教育 与 中 国 传统文化探索 》
一

书 ， 将我 国 传统地域文化与 学

生德育教育相结 合 ，
说 明 了 传 统 文化 能 够 引 领 学 生 对人 生

进行深层思考 ， 包括对人性 、 利 益 、 社会和 自 然 等 的 思考 ，
可

帮 助 学 生形 成健康的 心理和树立 正确 的道德观念 。 本文参

考该 书 观点和案例 ， 探讨 了 地域文化 融合 学 生 心 理健康教

育 的途径 。

大 学 生产 生心 理 问 题 的 原 因 多 种 多 样 ，
概括起 来有三

个方 面 ： 第
一

， 随 着社会经济 的 迅速发展 ，
大 学 生 的 就业 压

力越来越大 ，
这种 心 理压 力 逐渐会导致 大 学 生 产 生 焦虑情

绪 ， 产 生 不 自 信 的 心 理 。 第 二 ，
大 学 生三观还 未 完全成 型 ，

进入大学后没有 了 父母的 管 束 ，
没有 了 升 学 的 压 力

，
面 对 网

络上各种各样的 诱 惑 和 引 导 ， 很容 易 模仿 学 习 而 产 生 一 些

不 良 的 思想行为 第 三 ，
当 代 的 大 学 生普遍是独 生子女 ， 容

易 养成唯我 独尊 的 性格 ， 进入 大 学 后 容 易 产 生各种社交方

面 的 问题 ，
从小很 少 经 历 挫折 的 他们 也容 易 遇 到 困 难就 产

生逃避心理 以 上 问 题 叠 加在 一起 ， 使得很 多 大 学 生 容 易

产 生心 理 问题 ，
如 果 不 加 以 正确 引 导 ，

其极 易 走上错误道路

或 者做 出极端行为

地域文化是一 个地方 的 人群所共享 的 一 种 文化场 域 ，

生 活在这个场域 的 个体更容 易 沟 通 ，
也更能 产 生共鸣 。 地

域文化能让人产 生对地方 的 亲 切感 ， 悠 久 的 历 史 文化 可 以

让学 生 产 生 民族 自 豪 感 ，
轻松有趣的 地域 文化故事容 易 激

发学 生 的 兴趣 ， 因 此将地域文化作 为 教 学 资 源 培养 学 生 的

健康心理具有积极意 义 。 从狭 义上说 ，
地域文化指 的 就是

某 个地域 的 文化 。 从 广 义上说
，
地域文化是 中 华 大地上 各

个地域的 文化 总 和 。 笔者认 为 ，
用 来培养 大 学 生健康心 理

的教学资 源 ， 最好是我 国 各个地域 的 优 秀地域文化 。 其 原

因 有二 ：①大 学 生 来 自 全 国 各地 ；② 多 个地域 的 优 秀地域文

化更能培养大 学 生 的 民族凝 聚 力 。 俗话说 ：

“

教 学 有 法 ， 教

无定法 ， 贵在得法 ：

”

学校基 于 地域文化 开展心 理健康教 育

也 同 样如此 ， 具体做法有 以 下 四种 ：

第
一

， 在课 堂上 融入地域 文化 内 容 ｓ 不 同 的 专 业课 可

以 融入不 同 的地域文化 内 容 。 例 如 ， 在地理课堂上 ，
教 师 可

以给学 生 讲 解 不 同 省 区 名 称 的 由 来 ，
如 陕 西 为 什 么 简 称

“

秦
”

，
山 西 为 什 么 简 称

“

晋
”

，
山 东 为 什 么 简 称

“

鲁
”

。 通过

讲解历 史 ， 学 生会 由衷地产 生 民族 自 豪 感 ，
这样 的 情绪会感

染其他人 ，
也会对学生 日 常行为 产 生积极影 响 。

第 二 ， 开设 中 华传统文化公共选修课程 。 例 如 ， 《 易 经 》

和 中 医是 中 华 民族智 慧 的 结 晶 ， 是 中 华传统文化 ，
但是部 分

学 生认为 《 易 经 》和 中 医是不 科 学 的 ，
因 此在 中 华传统 文化

公共选修课 中教师 可 引 导 学 生正 确认识 《 易 经 》 和 中 医
， 把

其 中 的科学 思想传达给学 生 ，
让 学 生树立 文化 自 信 ， 培养健

康的 心理 。

第 三 ， 开设地域 文化 专题讲座 。 大 学 生在 学校会经 常

通过聆听各种专 题讲座汲取知识 ，
打 开眼界 。 开展地域 文

化 专题讲座有利 于 丰 富校 园 文化
，
同 时 专 题讲座 中 使 用 的

大量案例 和 图 片 ，
能够展示我 国各地域优 秀的传统文化

第 四 ，
编 写 具有地域特 色 的 校本教材 。 校本教材 的 实

施依托的是对地方 文化的深入研 究 以 及充 实 完备的 实践体

验活动 笔者认为
，
可 以 高 校所在地 的 地域文化 为 基础 开

展教材编写 工作 。 教材编 写人 员 要走访调 查 当 地不 同 的 优

秀地域文化 ，
尤其是一 些 非物 质 文化遗 产 内 容 ， 将其 纳 入教

材 中 。 教材 中还 需要加入 充足 的 实践 活动 内 容 ，
以 指 导 学

生到 当 地 实 际体验地域文化 。 例 如 ，
组 织 学 生 参观历 史 文

化博物馆 、烈士陵 园 ， 参加文化 学 术研讨会 ， 考 察风土人情 、

民 间 艺 术 、 历 史遗存等 ，
促使 学 生将感性认识上升为 理性思

考 ，
进而 完善 自 己 的人格 。

综上所述 ， 学校可利 用 地域文化 开展 学 生 心 理健康教

育 ，
如可以将地域文化融入课堂教 学升华 学 生 的 情 感 ，

可 以

将地域文化作 为 课程资 源 专 门 编 写 相 关教材 开展教 学 ，
还

可 以 开展地域文化相 关 的 专 题讲座潜移 默化地影 响 学 生 ，

使其形 成健康心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