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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艺术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青春敏感期的大学生缺少文学的渗透与塑造，面对各种压
力和快餐阅读，其心理素质在不断变化中。通过分析大学生心理素质现状，指出文学艺术对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的作

用，文学艺术对培养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性。要通过传统文化的约束力来实现培养更高层次的大学生，帮助大

学生找到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和塑造健全的人格，为建设和谐社会培育新一代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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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现状与分析
心理学近年备受社会的关注。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说过：“一个能够实现自

我的人首要的素质就是完全的诚实和客观地对待自己。”他认为心理学的核心是人们通过自我实现得

到满足感，重新找回人生的价值，塑造完美人格［１］。对完美人格的塑造和向往为人们提供一种积极向

上的社会心态，成为后天的特点，形成相应的心理素质［２］。心理专家肖汉仕认为心理素质是在遗传基

础上，在教育与环境影响下，经过主体实践训练形成的性格品质与心理能力的综合体现。将心理素质具

体划分，可分为个性、智力、行为表现、心态和心理适应能力５个部分［３－４］。所以心理素质的缺失对人的

一生有着重要影响，在２０１４年底，全国１６所院校的５２８名大学生所作的ＳＣＬ－９０（心理卫生自评量表）
测查统计显示，５２８名大学生中有１１８人至少有１项指标超过正常标准，即２２．３５％的大学生在９个项
目指标上至少有１项呈现出心理障碍的状况。近年教育部对全国１２．６万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
示，我国大学生心理反应异常检测率为２０．３３％。作为被寄予重望的大学生群体，一方面接受着高等教
育，另一方面又暴露出众多心理问题，所以解决目前大学生心理问题是重中之重。以往有关大学生心理

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大学生心理问题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点［５］：

１．１　自卑情绪
很多学生都是来自各个地区的佼佼者，有着优秀的素质与能力，然而性格敏感的学生因为家庭经

济、社会文化、成长经历等因素易产生自卑心理，自身的优越感降低甚至没有，渐渐地对自身产生怀疑心

理从而产生极大的失落感。这种自卑心理会让学生失去面对新事物的勇气和信心，拒绝展示自我，无法

正常接触社会、融入社会，导致自闭和厌世等一系列的负面情绪。

１．２　孤独感
人际关系逐渐冷漠。许多大学生因离开家庭，好友分离，新的同学交往不深和不信任从而产生孤独

感，表现为情绪低落、忧郁、焦虑和失眠等不健康状态，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体系和孤独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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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这种孤独心理会降低个体心理健康的水平，易患各种身心疾病。

１．３　嫉妒意识
嫉妒即为一种复杂的情绪状态，在同一领域的竞争、被破坏的优越感和强烈的唯我独尊意识都有可

能产生嫉妒心理。在大学生中，因为适应性导致的学习状况不佳和情感因素也是产生嫉妒的原因，当嫉

妒的心理严重时有可能做出危害他人生命和利益的行为。不但危害他人，对自身的影响也较大，为和谐

的人际关系带来极大的障碍。

１．４　交往困惑
进入大学后，人际交往是重要的生活，一旦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和父母的保护进入自主掌控后，一

些大学生暴露出高傲自大、内敛羞涩、不善言辞等缺点，易诱发心理问题。特别是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

由于交往尺度把握不好易对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造成精神上的打击，使他们易迷失自我，产生迷茫和悲

观的情绪，无法顺利步入社会，适应生活。

２　文学艺术在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上的作用
２．１　帮助大学生提高心理素质

文学艺术是一门独特的人文社会科学，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产生精神上的愉悦和美的享受并帮

助大学生形成对真善美的理解与认同。随着研究推广，阅读疗法不仅仅拘泥于医院，也逐渐进入社会，

依据人们在文学作品中的阅读，来帮助读者释放负面情绪，使读者自我治疗，解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通过心理和情绪上的平复，稳定人们的健康心理。文学作品的阅读也是读者与作者的思想深度交

流，通过阅读，为读者增加自信、净化心灵、领悟真理。

２．２　提高自身修养
文学艺术的熏陶对大学生自身素质与修养的提高是很大的。文学作品可丰富对事物的认知，极易

形成心理的见解，提高大学生的审美。在实际生活中，大学生涉世未深，对自然和事物的了解不足，文学

艺术可以弥补这一点。通过对未知事物的描绘，可激发大学生的想象力和增进生活经验的交流，可给大

学生提供遇到问题的参考。悲剧和喜剧更是能刺激大学生的情感，如爱心、同情心等，帮助大学生塑造

健全的人格。文学艺术也推动着大学生的进步与发展，培养大学生的兴趣爱好，追求高雅的生活，通过

多感官的接触，深入了解人的社会关系，在间接性的培养下，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实现人生的

价值。

３　文学艺术对大学生心理影响的形式
文学艺术主要形式分为作品内容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在物质显现，内部组织构造中运用语言塑造

形象，反应社会生活，而外在物质显现则是精神思想的传递。大学生在接触文学艺术的过程中首先看到

文学作品的本身，感受到的是文字叙述的情感，进而发散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中，让大学生本身增加

理性的对待和判断。文学艺术的呈现是一个不断推进读者思考的过程，通过作者的描述明辨“正义”与

“邪恶”、“黑暗”与“光明”，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更是运用了荒诞、象征和意识流等

手法加强对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理活动的形象表现，认知和思维不断扩散，平衡物质文明膨胀

下导致的精神世界的空虚。由此看来，文学艺术对大学生心理影响的方式是先从思想、性格上使人发生

改变，然后再规范人的行为和言语。

３．１　文学艺术影响大学生的思想和性格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自我定位不足、缺乏自信和自我表现方式错误几个方面。文学艺术

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通过阅读可以改善大学生焦躁、忧郁等心理压力。阅读具有静心的能动性，沉浸

在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感情中需要读者平复自己的情绪，忘掉现实中的复杂感触，文学作品能带读者进入

另一个世界。充分体验其中的喜怒哀乐，给读者理性的思维来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概述，通过反映社会生

活引发读者思考，思考的深度决定读者对现实生活的解读。抛开繁重的压力正是阅读所带来的轻松愉

悦感，从而带来精神上的放松。同时在性格思想上，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正能量让读者在对现实生活中的

卑劣观念产生质疑，矫正自身所拥有的负面想法，以优良的品质感化内心。通过文学作品对读者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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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使其对人的性格发生变化，而大学生作为人格不完全的群体，需要这种方向和引导来建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避免心理问题产生的人格障碍。

３．２　文学艺术影响大学生的行为
大量的阅读丰富大学生的知识，提高大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而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是决

定行为的根本，文学作品中包含传统道德观念和现代人文理念，作为文学艺术所具有的教育作用，大学

生阅读过程中深化思想，使自己背负道德责任感，而道德的约束规范大学生的行为。

文学作品带来的影响也会表现在行为中。看科幻文章培养出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行为规范上加以

应用，创造出新颖的事物。看哲学文章领悟人生的启示，面对选择时可以更直观准确的表现自己的心

意。大学生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养料的吸收，给思想和素质以积淀，影响个人的行为最终在社会生

活中体现。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作品的体裁不同获得的行为改变亦有不同。

４　文学艺术在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中的应用
文学艺术在大学生的生活中体现并不明显，近几年的“快餐阅读”也是在不断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综上所述，文学艺术对于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至关重要。

４．１　提倡阅读疗法与音乐疗法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阅读疗法、音乐疗法作为心理辅助治疗能达到特定的疗效，可有效避免大学生

因消极情绪带来的负面问题。阅读疗法需在图书馆员或专业人士依据读者的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素材

帮助读者摆脱困扰，协助读者舒缓情绪和心理压力。音乐疗法指通过声波的传递对人体的生理和心理

产生影响，改善人的情绪。在心理教育基础上加入这两个辅助治疗方法能帮助缓解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和心理障碍，其特点是适合大众学生，治疗手段也简单方便。

４．２　增加文学艺术教育
现在高校普遍轻视文学艺术的教育，尤其对于工科学生，对历史的了解不够全面，文学作品的阅读

更是少之又少。中国传统文学是民族的传承和社会的根基，“社会向文学提供素材，文学向社会提供规

范。”文学艺术的熏陶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第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５］。文学作品不仅能丰富大学生的

知识，还能作为精神的推动器，纵观历史，先秦的诸子百家到五四文化运动的创新风潮，还有国外的文艺

复兴，都是以文学为主推动社会进步。但面对如今社会风气日趋人情冷淡化，文学更是能给大学生带来

更多的素养提升。“书籍便是这种改造灵魂的工具。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

正是这种养料。”素养的提高能给予社会更多的温暖能量。

５　结语
大学生文学艺术的教育旨在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丰富大学生精神生活，以传统文化约束力实

现培养更高层次的大学生，为建设和谐社会培育新一代的人才，避免因教育漏洞引发的大学生惨案，通

过分析现状和对文学艺术重要性的阐述提出建议，希望相关部门对大学生的文学艺术教育引起重视，培

养出具有优良品德的大学生，为共筑和谐社会作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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