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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艺术社团美育功能建设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
作用

王晓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中国·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论文以高校艺术社团美育功能建设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为主题，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的方

法，探讨了高校艺术社团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性和作用。首先，分析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和原因，

指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其次，探讨了高校艺术社团在提升大学生创造力、情绪管理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

面的作用，并结合实际案例展示了艺术社团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实际效果。最后，总结了高校艺术社团美育功能建

设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影响，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建议。通过论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和重

视高校艺术社团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为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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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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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ro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functions in college art clubs in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and role 
of college art clubs in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irstl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as pointed out. Secondly, the 
role of university art clubs in enhancing the creativity, emotional management ability, and teamwork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explored, and the actual effects of art clubs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ere demonstrated through practical cases. Finally,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functions in university art clubs on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summarized,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were put forward.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paper,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art clubs in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futur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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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艺术社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成为培育大学生审美情感、增强其综合素养的

关键园地。大学生艺术社团是高校实施艺术教育的有力工

具，它承载了传播校园文化、推行素质教育、打造和谐校园

文化的使命，同时也扮演着向外界展示优秀精神面貌、提高

学校社会声誉的关键角色。在当今教育模式由“应试教育”

逐步转向“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艺术教育以其弘扬民族文

化和倡导高雅艺术的宗旨，对于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扮演着

独一无二的角色。

2 当下高校艺术社团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大学生们基于共有的兴趣和爱好，自行成立的

团体成为高校艺术社团的主流。教育机构和高等学府正积极

推广文化艺术团体，同时社会对这些团体的重视度也在不断

上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当前高等院校艺术团体的

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

2.1 艺术团体缺少必备的文化基础，难以塑造团体

的灵魂
高校的学生社团成员主要是那些有着共同爱好的学生，

偶尔也会有少数辅导教师加入并参与管理，但通常管理模式以

学生自治为主。在社团具体活动方面，由于学生们在管理、文

化、艺术等方面的能力有限，因此社团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艺术

类活动的举办上，对于艺术内在价值的深入挖掘和提升往往不

足，这使得社团难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精神文化核心。

2.2 艺术团体在活动层面缺乏深度
艺术团体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活动通常限于校园之内。

常规的艺术节目也主要是为了迎合那些水平较低的会员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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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导致其呈现的艺术品质普遍较低，很难推出高水平的艺术

表演。高等教育机构对于艺术类学生团体的战略规划及资源投

入不足，导致这些团体在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面临重重挑

战。艺术团体主要由学生构成，负责日常练习、表演和活动策

划。然而，高等教育机构对此类团体的扶持不足，导致这些团

体在专业指导方面存在缺失，同时也会因为资金和场地的限制

而面临诸多挑战，进而影响了艺术团体的健康发展。

2.3 艺术团体的管理架构存在明显的短板
艺术团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松散，团结力量不足。目前，

高等教育机构中的艺术团体在管理上缺少切实可行的方法，

未能构建起高效的管理体系。分工上的不清晰以及管理上的

宽松，使得团队成员间的关系过于松懈，这严重制约了团体

的成长和扩张。

3 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分析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正逐步引起关注，其中极端案例

不时见诸报端。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等机构的

消息显示，大学生中心理问题的比例在 16%~25%。这些心

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焦虑、神经衰弱、强迫症、恐怖和抑郁等

症状。心理健康问题是导致大学生退学、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由于心理问题而导致的自杀、离家

出走等极端行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通过分析及总结问

题，为存在各类心理健康困扰的学生提供定制化的艺术团体

活动支持，进而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确保有充足的数

据依据。以下是对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因素的总结。

3.1 个性因素
个性塑造受到众多元素的共同作用，诸如父母的教导

与示范、同龄人的作用、社会潮流、民族文化、遗传因素、

生理特征等。大学生活中，每位学子的性格特点各具特色，

在相似的校园环境中，由于性格的多样性，适应性展现出悬

殊的面貌。某些学生能融洽地与他人共处，形成良好的社交

圈；相对地，也有学子在人际交往中显得极不协调，难以融

入集体。个性是个人特质的体现，它塑造了个人的心理韧性，

影响了他们的社交方式和他人对他们的看法，以及在这些看

法面前的心理反应。能够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维持自信、自尊、

自我控制、独立思考能力、创新精神和承受挫折能力的大学

生，他们能够持续地优化自我、增长经验。而那些总是考虑

自我、急躁、怠惰、缺乏自信、固执且多疑的大学生，往往

难以确保其心理健康达到适当的标准。

3.2 情绪因素
心理健康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情绪，它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大学生正处于心理波动最

为剧烈和最为繁杂的阶段，其情感特点展现为显著的双重极

端性。情绪波动剧烈而繁复，其转换无常且自我调节能力不

足，容易受到周遭环境和他人行为的冲击。当被激情笼罩时，

往往难以保持理智的思索，进而可能偏激行事。大学生心理

健康水平的波动，往往与情绪的起伏密切相关。

3.3 生理及情感因素
现阶段，正处于青春期中期的我国大学生们，在生理

上正经历持续的转变，逐步走向成熟。面对这些生理上的变

化，他们可能会出现诸如害羞、害怕等心理反应，同时，他

们对于性话题也表现出较高的敏感度。人们热切希望与异性

建立友谊，并且对于获得异性间的情谊与爱意充满向往。然

而，由于生理早熟与心理发展滞后之间的冲突，常常会导致

对爱与理解之间的不平衡。大学生正处于生理成熟的阶段，

这激发了他们对性的认知，并产生了对爱情的渴望。另外，

道德、纪律以及法律对这种渴望施加了约束，导致需求与满

足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平

衡。处理，就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甚至产生极端行为。在大

学生群体中，由于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和对恋爱认知的不足，

如三角恋爱、单方面爱慕、分手、被迫的情感关系和性心理

偏差等问题频繁出现。这些情感带来的压力，如果不能被及

时且有效地释放和解决，可能会引发心理上的困扰，进而演

变为严重的心理障碍，甚至促发极端的行为。

4 高校艺术社团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
应用——以美育功能建设为例

高校艺术社团中美育功能的建设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日常的演出、排练、组织和管

理等活动，高校艺术社团促进了大学生在自我完善、人际关

系交往、情绪管理和人格塑造等方面的发展，从而提高了他

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4.1 高校艺术社团活动有助于大学生的时间管理能
力的培养

以合唱团为例，固定的周日下午排练时间占用了团员

们的休闲时间，由于存在时间观念差的团员可能会出现迟

到、缺勤等不良习惯。然而，通过长时间的排练，团员们逐

渐认识到按时参加排练对于整个团队的重要性，从而改变了

时间观念不好的习惯。

4.2 高校艺术社团活动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规则意识
在艺术社团中，团员们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例如

在剧场内不吸烟、上下舞台需使用安全楼梯等。长期以来，

这种遵守规则的习惯已经让团员们养成了按部就班、守规矩

的意识。高校艺术社团活动也有助于制止大学生的不良习

惯。一方面，这些活动改善了大学生不健康的休闲方式。据

调查显示，大多数大学生的休闲方式不健康，如泡吧唱 K、

网游、睡觉等。另一方面，参与艺术社团活动让团员们不再

将时间浪费在这些不良休闲方式上，而是通过观赏艺术作

品、学习技能以及参与演出等方式充实自己的生活。活动结

束后，团员们会自觉清理储物柜和排练厅的卫生，久而久之，

他们开始主动打扫，逐渐改变了懒惰的生活习惯。此外，舞

蹈团团员每周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进行剧烈运动，这对

于不爱运动的团员来说是一种有效改变懒惰习惯的方式。

4.3 高校艺术社团为大学生提供了交往的机会和情境
首先，艺术社团让大学生的社交圈变得更加广阔。例如，

合唱团的成员来自不同专业和班级，打破了以班级或宿舍为

圈子的交往模式。其次，艺术社团内部各部门在排练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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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展开互动合作，拓展了交际范围。合唱团还通过校外

演出等活动拓展了团员之间的交往网络。最后，艺术社团活

动延长了大学生的社交时间和频率。举例来说，舞蹈团每周

排练两次，每次时间超过 8 小时，团员参与活动通常持续两

年甚至三年。这不仅积累了团员的社交经验，还提高了他们

的交际能力。

4.4 艺术社团活动有助于大学生正确释放不良情绪
通过参与排练和演出，团员们可以转移注意力，改变负

面情绪，并形成积极的情绪体验。当团员遇到失落或无助等

负面情绪时，可以通过参与社团活动来暂时忘却，从而达到

正确释放不良情绪的目的。综上所述，高校艺术社团以美育

功能为核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通过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规则意识的建立、不良习惯的制止、

人际交往机会的提供以及正确释放不良情绪的方式，高校艺

术社团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支持。

5 高校艺术社团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
路径建设

高校艺术社团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艺术是一种表达情感、释放压力的方式，而心理健康教

育则是帮助学生认识和处理心理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将

艺术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

5.1 举办各种多样化的艺术活动
学校可以举办各种多样化的艺术活动，如绘画、音乐、

舞蹈、戏剧等，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艺术的表达和创

作，学生可以释放情感、缓解压力，找到内心的平衡与宁静。

这种参与式的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在创作中找到乐趣，还可

以培养他们的情感表达能力和情商。绘画可以让学生尽情挥

洒想象力，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想；音乐可以让他们感受节

奏和旋律的魅力，放松身心；舞蹈可以帮助学生感受身体的

力量和灵活性，释放压力；戏剧可以让他们扮演不同角色，

体验不同情境，培养沟通和表达能力。通过这些艺术活动，

学生可以不断探索自我，培养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也提升

情商和社交技能。这样的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习和成长平台，促进身心健康

的全面发展。

5.2 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或工作坊，结合艺术形
式进行教学

这样设计的课程不仅仅是传授心理健康知识，更是通

过艺术的独特方式触动学生内心，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刻地领

悟和接受这些知识。通过参与艺术创作，学生不仅能够培养

创造力和表达能力，还能够学会有效地管理压力、调节情绪，

从而提升心理健康的整体水平。这种综合了心理健康教育和

艺术创作的课程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内心

世界，还能够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提升情商，为他们

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这样的课程，学生

不仅能够获取知识，更能够在实践中提升自我，培养全面发

展的素养，为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5.3 组织一些公益活动
艺术是一种无声却强大的力量，它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感

染力。通过艺术，我们能够传递正能量，启发人们内心深处

的善良和温暖。在教育领域，利用艺术的力量可以激发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和情感共鸣，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重

要性和影响力。当学生参与公益活动时，他们会亲身感受到

帮助他人所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这种经历不仅让他们体会

到善行的力量，更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善良和同理心。通过

与他人的互动和帮助，学生能够建立起更加积极向上的人生

态度和行为方式，从而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

是一个人综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参与公益活动可以为

学生提供一个锻炼和成长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

能够提升自身的情感认知和社会责任感，还能够培养出更加

坚强和积极的心态。因此，通过艺术和公益活动的结合，我

们可以为学生们打开一扇通往更健康、更美好未来的大门。

6 结语

高校艺术社团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通过参与艺术社团的活动，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然而，如何以高校艺术社团的美育功能独特方式来

增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则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课题。

高校艺术社团对心理健康的多重价值显而易见，论文将重点

探讨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并对艺术社团建设提

出多方面的讨论。未来，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对高校艺术社

团美育功能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以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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