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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基本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心理健康问题，不能

就事论事。它既有基础研究的属性，又具应用研究的秉性，这决定了它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需要跨学科协

同“作战”，创新该研究领域的思路、方法与范式，即构建以人为研究的基本对象，以人的发展为研究核心，以

现实问题为导向，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坚定地站在教育学的立场上，不断强化心理学与教育学研究范式

的有机结合，开展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式研究，不断提高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程序的完整性、研究结果的规

范性、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研究成果的普适性。自 2021 年第 1 期开始，本刊将陆续刊发中国人民大学俞国良

教授及其团队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系列论文，以期帮助广大读者从多视角理解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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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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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理健康是比较教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文章在系统梳理比较教育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整合该

领域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研究成果的共识，包括比较教育学在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等方面对心理健康问

题的研究成果，并探讨了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及教育对策，为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以

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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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学采用比较的方法，以国内外教育思想、教育

制度和教育实践为研究对象，展开对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
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对策等内容的比较研究。这些内容

为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价值，

同时，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也促进了比较教育学教育理论和

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一、比较教育学对心理健康教育理念、教育目标

的研究

比较教育学在教育理念上注重对人潜在的自然本性和

力量的开发，以人的健康发展为价值诉求，形成了自然主义、
进步主义、人本主义等经典教育理念和“素养导向”“创新导

向”“跨学科导向”等现代教育理念。经典教育理念中秉承

自然主义的教育家认为，只有遵循自然法则和自然本性的教

育，才能唤起学生快乐和积极的情绪，进而有效地促进学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进步教育运动则强调“儿童中心”“活动

中心”“经验中心”，在尊重儿童的前提下，更注重通过开展

活动促进儿童直接经验的发展。在此理论引导下，众多教育

实验活动得以开展，如帕克的“昆西教学法”、杜威的“芝加

哥实验学校”等，这些教育实践为心理健康教育奠定了实证

基础。人本主义则以意识经验为出发点，主要研究人格发展

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人的目的性、创造性和自身价值，主

张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和潜能的实现，强调个体的情感对学习

的重要性以及思维、行为和情感等三者之间的联系。
时至今日，国内外研究者在教育理念上仍将心理健康视

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关注学生自然本性和力量

的发挥以外，还结合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提出了“素养导向”
“创新导向”“跨学科导向”“全球胜任力”等现代化教育理

念。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大力倡导素质教育，在教育过

程中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努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以实现“育人为本”的教育愿景［1］。美国、英
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中叶就明确提出“创新人

才”的教育理念，意在强调对个体潜能的开发，培养具有创新

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澳大利亚、芬
兰等国家以 STEM 教育、创客教育为契机，提出“跨学科”人

才培养理念，作为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问题解决

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手段。
教育理念是教育目标的指引和方向，教育目标是教育理

念的具体化内容。基于上述教育理念，比较教育学秉持身心

和谐发展、个性全面发展、健全发展的教育目标。其中，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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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发展是古今中外教育价值的终极诉求，意谓身体和精神

和谐发展、心理潜能充分开发、心理素质全面提升。这种教

育目标确定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在人才培养中同等重要

的地位。个性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强调教育要尊重儿童青

少年的个性、兴趣，突显个体潜能和人格价值。文艺复兴、新
人文主义、现代人文主义分别从“快乐教育”“人格陶冶”“人

的价值和尊严”等角度，全面论述了个性全面发展的心理功

能和价值。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也是个性全面发展教育

目标的佐证之一，他反对成人将外在的道德标准灌输给儿

童，主张教育的过程就是儿童能力的自然生长，反对体罚和

灌输，提倡尊重儿童的自然天性，强调“教育即生长”。
无论是身心和谐，还是个性全面发展，都体现了将人的

心理健康与教育目标相结合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诉求一直

延续至今。21 世纪以来，素养导向下的“健全发展的人”成

为全球教育目标发展的重要趋势。有研究对 OECD、欧盟等

国际组织和美国、新加坡、俄罗斯等经济体的教育目标进行

了分析，结果表明，各个国家和组织都高度重视 21 世纪人才

培养的七大目标，即“具备沟通与合作能力、信息素养、创造

性与问题解决能力、自我认识与自我控制能力、批判性思维、
学会学习与终身学习技能、具备公民责任与社会责任”。这

体现了对个体成长、人的幸福感受和健康的重视［2］。
毫无疑问，比较教育学对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的研究

不仅注重学生的自然本性和潜能的发展，强调学生自身价值

的实现，还与新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的“综合素养”“问题解

决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新要求相结合，这与心理健康教

育所秉承的开发个体的心理潜能、提高个体的自我意识和社

会适应能力的理念与目标不谋而合。因此，心理健康教育也

应以了解学生的个性和天赋发展为前提，尊重学生的身心发

展规律和个体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实施心理健康教

育。并且，还应在教育理念上兼顾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综合素

质提升，注重学生当下生活和未来社会技能的发展，以提升

学生未来生活的幸福感。

二、比较教育学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教育方式

的研究

比较教育学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关注包括道德教育

和主题教育等方面。关于道德教育，中外教育家普遍认为，

道德健康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良好的道德

行为能够增进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以及与他人和社会的自

觉融合，使学生实现态度、情感和行为的一致性变化，而良好

的道德品质促进了个体的生命成长和个体幸福感，进而提升

了心理健康水平。
在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我国古代教育家坚持将“六艺”

和“三纲五常”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六艺”是孔子道

德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礼”是六艺教育的核心，主要

包括道德、礼仪规范等;“乐”是作为陶冶人的情感、促使人获

得精神的满足以养成内心优秀品质的一种手段;“射”与舞蹈

诗歌相配合，使人产生一种美感;“御”旨在培养学生谦让的

美德。“六艺”囊括了品德、审美、情操、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内

容，以培养德才兼备、文质彬彬的全人。相较中国古代教育

家而言，西方教育家则将“内心自由、完善、仁慈、公平、正义”
等五种品质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突出强调通过对真善

美的认识和自我意志力的提升来培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

个体。这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有重叠之处。
国外学校教育中专门设置了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

主题教育内容，例如: 美国开设“品格教育( character educa-
tion，CE ) ”和“社 会 情 绪 学 习 ( social － emotional learning，

SEL) ”课程，将“关怀、人际关系和社会情感”等主题融入学

校教育内容中，以促进学生良好的品格和价值观［3］;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于英国的 PSHE ( personal，social，health and eco-
nomic) 教育形成了“基于健康与幸福”“人际关系”“更广阔

世界生活”等三个核心主题的教育内容，旨在培养学生的责

任心、自信心和社会适应能力，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方

式，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4］。
PSHE 教育对学生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帮助学

生更好地管理自己现在和未来的生活; 二是培养学生作为个

体、家庭和社会成员健康成长所需要的素养和品质。
比较教育学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研究，既兼顾经典道

德教育中的精髓，又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在课程中设

置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品格教育和社会情感等内容，为心理

健康教育从学科教学入手，渗透式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奠定

了基础。心理健康教育还应从贴近学生生活的主题教育入

手，宣传和普及正确的心理健康知识，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

教育氛围，使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方式是贯彻教育理念、落实教育内容的重要手段，

良好的教育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比较教

育学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贡献集中在对“非指导性教学”“发

现教学法”等教育方式的探讨上。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

学”，重视以学生为中心、以情感为基调、以个体自我实现为

目的的“意义教学”，强调通过有意义的而非机械的学习，使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达到态度、行为和情感的变化; 布鲁纳的

“发现教学法”强调利用学生的好奇心( 即“内在动机”) ，激

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

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以上两种教育方式对心理健康教育更

加直接的贡献是提倡“活动、体验、探索、合作”的教学形式。
首先，“活动”教学作为儿童获取直接经验的一种方式，

对促进儿童的主动性、认同感和人际关系的发展较为有效。
研究者大卫( David) 等人对高中生的活动效果进行了评估，

发现“信仰和服务”活动( faith － based and service activities) 、
“学术和领导力”活动 ( academic and leadership activiti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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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艺术”活动( performance activities) 、“社区组织和职

业俱乐部”(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vocational clubs) 活动

以及“运动”等五种学校活动类型在促进学生的自我概念、认
知、情感、身体机能、人际关系等方面卓有成效［5］。另有研究

表明，参加不同的艺术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归属感与身份

认同，提高自信和自尊水平，从而促进良好关系的建立。例

如，戏剧表演教学活动通过为学生设立“相互尊重”“信任”
“宽容”的环境，缓解学生紧张和痛苦等心理问题，提高了学

生的心理健康水平［6］。
其次，“体验”教学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或创设与教学

内容相适应的具体场景和氛围，使学生通过积极体验，达到

认知过程、情感过程和行为过程等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经

典的教育理论较为重视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直接经验，“体

验”教学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有效性也受到普遍关

注。有研究表明，“自然浸泡式”教学方式( immerse nature －
experience) 将教学场所转移至自然情境中，设置了诸如“户

外拓展训练 ( outdoor bound) ”“探险娱乐 ( adventure recrea-
tion) ”“森林学校( forest school) ”等课外活动，使学生在与大

自然的直接接触中达成教育目标，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自尊和

自我效能感、提升心理弹性和问题解决能力［7］。
最后，“探究”和“合作”教学通过“提出问题、作出假设、

收集数据、解释数据、交流和改进”等步骤激发学生学习动

机，是提升学生的成长主动性和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手段。
在“探究”过程中，教师设置情境并提出问题，学生通过观察、
对话、讨论、合作等方式，实现自身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
想象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在这个过程

中，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8］。学生通过

与同伴交流和相互帮助，获得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同时，

合作学习可以促进学生的自我理解、团队合作和人际交往能

力、积极互动等能力的发展，对学生的社会生活十分重要。
综上比较教育学领域中各种教学方式运用的共性，都在

于通过设置具体情境、唤起学生的心理体验来促成同伴间的

交流与合作、促进学生学习迁移，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学生个体成长和社会交往能力

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则是强调人的内在价值，涉足“三观”
体系的心灵深处高层次的情感交流过程，心理健康教育在课

堂上的开展和实施可以以“非指导性教学”“发现教学”为核

心，以“活动、体验、探究、合作”等形式为载体，通过心灵对

接、思想碰撞、观念置换等心理技术，将心理健康知识体系内

化为学生的内在经验，以促进学生“知、情、意、行”等心理素

质的全面发展。

三、比较教育学对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教育对策

的研究

除了经典教育理论对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因素进行研

究以外，在当今社会中，学业和学校等因素也对儿童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学业因素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首要因素。研

究表明，学业压力、付出—回报失衡、社会不良情绪等会增加

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的几率，从而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9］。美

国 300 所大学咨询中心和英国里丁大学的调查显示，中学生

的心理问题大多数都来自与学习相关的压力，如能力缺陷、
学习困难、适应困难和失学等［10］。此外，学校氛围、教师和

学校管理体制也是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其中，学

校氛围作为校园生活质量和特性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学校的

目标、规范、价值观、人际关系以及组织管理框架，是影响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在学

校气氛中，社会关系( 包括师生关系、同伴关系) 、学校安全

( 包括校园安全政策、校规执行力度、校园环境安全) 、学校支

持( 包括寻求帮助过程、学校归属感) 等因素对学生的心理幸

福感、预防性行为和亲社会行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教师是学校中与学生进行直接接触的人员，教师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影响也深受国外学者的重视。研究者指出，教师

的情绪影响学生的上课精力和纪律遵守，温暖的师生关系能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和积极社会情感发展［11］。教师的幸福

感、教学动机、工作满意度等心理认知也会影响教学质量、学
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成就［12］。此外，学校的管理及运作体

制的缺位，也会间接对学生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

学校对教学质量和教学任务的要求，增加了学校规则制定和

管理的严苛，间接导致学生缺勤、态度善变以及教师与学生、
家长与学校关系紧张等，从而加剧了青少年学生心理行为问

题的频发。
对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和考察，既是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也是提升心理健康教育针对性和

有效性的重要基础。针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比较教育从教育环境的创设、构建民主的学校管理和决策机

制、提高学生心理弹性等教育对策上进行了探讨。
比较教育学在课堂环境创设上强调“愉快教学”和“暗

示教学”，二者皆注重营造一种愉快和轻松的课堂环境以促

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心理健康的发展。愉快教学强调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学习动机［13］，关注学生快乐的情感体

验和积极的情绪。基于此，国外教育家诺扎洛夫提出“暗示

教学理论”，即以音乐为背景，通过创设一个有利于学生心情

放松的课堂环境，对学生的认知和情感、有意识活动和无意

识活动，产生较强的“熏陶”作用，进而使学生形成全脑学习

的心理倾向，使学生的自我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显然，比较教育学创设了提升学生情感体验的课堂环

境，这有助于在学校中形成一种尊重学生的育人氛围，提升

学生的自尊感和幸福感。研究表明，建设关心、尊重、平等、
民主的校园环境，体现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和“以人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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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氛围，有利于他们幸福感的发展［14］; 而学生在学校决

策、管理和运行中拥有话语权是学生行使主体权利、提升主

体意识、参与学校事务管理的一种象征，直接反映出学校管

理和决策机制的特点。学生行使话语权对增强学生的权利

意识、沟通能力、自尊心、自信心及其对学校的归属感，增强

学生在校的幸福体验有重要意义。例如，澳大利亚初中学生

对“幸福感”一词进行了要素描述，将“幸福”定义为快乐、安
全、被爱、被尊重、健康、帮助别人、隐私受到尊重和拥有发言

权( have a say) 。可见，学生的话语权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

重要意义。此外，提高学生 的 心 理 弹 性 ( educational resili-
ence) ，也会对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

学生保持一系列积极的社会行为，提升其对学习的兴趣、专
注度和努力程度，增强其对学校的喜爱和归属感［15］。有研

究表明，在课堂上提升学生的心理弹性对学生的情感和认知

技能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培养学生的心理弹性可以降

低其问题行为的发生率［16］。
可见，比较教育学对校园和课堂环境的创设，为心理健

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干预对策。学校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时，也应优先考虑建设“民主、平等”的育人环境和育人氛围，

以在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等三者之间形成起良性互动

的关系，进而促进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促成学

生意见和权益的充分表达，使学生真正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的

积极参与者、推动者。另外，在心理健康教育课堂环境设置

上，“愉快的课堂氛围”有利于消除学生参加心理健康教育的

“病耻感”，使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

验。总之，尽管比较教育学对学校中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的教

育对策有所涉及，但更深入、更全面的教育对策研究仍需进

一步梳理。

四、研究小结与展望

第一，在研究对象上，比较教育学较多关注学生的心理

健康问题，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其他构成群体，如学校管理人

员、教师等的相关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较少。当今社会，由于

校际竞争和升学等压力，学校管理人员、教师等群体的心理

健康问题日益凸显，而他们的心理状态与学生的心理健康密

切相关。学校管理人员参与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学校管

理，这些隐性的学校机制会间接影响学校育人理念的确立。
学校管理人员对学生的态度都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重

要影响。教师与学生进行直接接触，教师的情绪、职业认同

感、教育理想、专业发展以及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等诸多因素

会影响学生的健康福祉。因此，今后应适当扩大比较教育学

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群体范围，以提高比较教育学对心理

健康问题研究的全面性。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比较教育学对心理健康的教育内

容、影响机制和教育对策研究较少。在教育内容上，今后应

加强对具有时代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研究。在新时

代，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对育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创新性、跨
学科性、素养导向性等人才培养理念下，如何根据我国教育

目标创新教育内容，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仍有待进

一步发掘和研究。在心理健康影响机制方面，比较教育学关

注学校氛围、学校管理机制、学业压力等因素对心理健康的

影响，但在学校系统中，除了这三种影响因素以外，社会对学

校的育人期待、学校选址、硬件设施、学校规章制度等众多因

素会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今后应拓宽比较教育

学对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研究范围，深入挖掘潜在的学校生

态系统对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因素。在教育对策上，今后应

着力从学生内在主体性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来深入探讨提

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教育对策。前者包括从学生内在主

体性出发，探讨学生学习主动性、学生对教育目标认可程度、
学生对学校育人理念的认同等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提升作用;

后者包括从外部环境如创设公平的校园氛围、培养良好的师

生关系、加强家校沟通等措施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提升作用

等。从这两个角度对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对策展开议

题，可增强比较教育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研究的深度。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教育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研

究应坚持“循证导向”“比较导向”。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多

数结论的得出采用的是逻辑思辨的方式，多从宏观和理论的

角度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今后比较教育学对心理健康问

题的研究，应根据具体问题，坚持“循证导向”，基于数据和其

他实证手段，证明单个或多变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例如，

影响心理健康的教育因素以学校气氛为主，但学校气氛由社

会关系、学校安全、学校联系等众多因素构成，应着手从社

会、学校、家庭和个体因素等方面开展专项心理健康教育议

题和研究，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有效实施路径。此

外，应发挥“比较导向”作为比较教育学方法论的优势，运用

比较的方法对不同地域、国家等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

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发现不足、借鉴经验，更好地促进

心理健康相关研究的深化，这应成为现有研究不可或缺的重

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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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Issu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WANG Tao，YU Guo －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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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tal health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area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is study has not only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researches on mental health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but also integrated the consensus of the research re-
sults of mental health issues in this field，which includes educational philosophy，educational goals，educational contents and method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These researches have provided a deep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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