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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脑科学融入心理健康课程的必要性，并梳理了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中的脑

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把脑科学融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方式和内容，以期未来为脑科学融入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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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brain science into mental health cur-
riculum and sorts out the knowledge of brain science in the curr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
riculum of college students. On this basis, the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integrating brain science 
in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te-
grating brain science in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the future. 

 
Keywords 
Brain Scienc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9475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9475
https://www.hanspub.org/


吕振勇 

 

 

DOI: 10.12677/ap.2023.139475 3800 心理学进展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行动计划指出，

针对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要汇聚心理科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资源，进行基础性、

前沿性和国际性研究。同时鼓励支持将心理健康科研成果应用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

务、干预处置等领域，提升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水平。 

2. 脑科学融入心理健康课程的必要性 

最近二十年，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家借助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近

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等一系列无创性技术，为我们直接地探索人类的大脑活动规律、发育规律提供了可

能性，也为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脑是心理的器官，心理是脑的机能。一旦大脑出了问题，

人类的心理健康水平就会受到严重损害。一些研究者认为，心理障碍也是一种大脑疾病(Insel et al., 2010; 
White et al., 2012)。脑科学包含了众多学科领域，如神经生理学、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认知神经科学、

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通常是指采用各种脑成像技术，通过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进行研究，目的是探

寻人与动物的意识、认知以及智能的本质与规律的一门学科(张学博等，2023)。 
脑科学一直是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石，正如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指出的那样，大脑的发育规律，

就是教育的根本规律(袁振国，2020)。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已经有研究者尝试将脑科学的相关理论原

理及实验研究证据运用到实际教学任务中，并在音乐、阅读、数学、外语、体育、美育等多个教育领域

取得不错的成果(郑丽芬等，2023)。Hardiman 提出了以脑为导向的教学模式(The Brain-Targeted Teaching 
Model, BTT)，认为教师培训应该包括“至少一些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知识”(Hardiman, 2012)。该模式基于

神经和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而设计，由六大教与学阶段构成，可以帮助教师科学地计划、执行和评估教

学。BTT 已经在很多教学领域实施了，如英语教学、科学教学等(Torrance Jenkins, 2018)，并能够提高学

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Akyürek & Afacan, 2013)。大学时期是大脑继续发育的一个重要时期，因此我

们应该从脑科学的角度去思考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另外，心理健康教育与脑科学的相关应用研

究已经成为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前沿热点(林静，傅宏，2017)。把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与

脑科学的发展相结合，也是最重要的教育研究课题之一(徐光兴，2001)。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关于心理

健康研究的成果，在心理治疗和预防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Jia & Schumann, 2022)。将脑科学的知识

应用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顺应教育教学的规律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 

3. 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中的脑科学内容 

通过对 2010 年以后国内出版的二十余本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教材内

容上，大多按 2011 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进行设

计。大多数教材在教学理念上着重于当前已经出现的心理问题调适，而非未来可能的成长发展。国内不

同版本的教材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主要围绕心理健康导论、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编排，侧

重点各有不同，但很少涉及脑科学的知识。仅有黄希庭和郑涌主编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第三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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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介绍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生物基础，其中包含了心理与行为的生物基础以及心理

异常的生物基础。方晓义和夏翠翠主编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第 3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也用一节内

容介绍了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其他教材则很少涉及脑科学知识。目前，我国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依

然知识陈旧，部分内容滞后、案例重复、更新不及时。而脑科学的研究发展迅速，与脑科学相关的心理

健康知识已有一定的积累。把脑科学的相关知识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可以丰富目前的课程内容。

另外，大学合心理健康教育教材的体例灵活性不够。目前高校使用的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体例比较单一，

缺乏灵活性，主要包括章节名称，个别教材会添加习题和拓展阅读(熊少青，梁杰华，2018)。脑科学的内

容相对来说更生动有趣，可以作为知识窗或拓展阅读栏目，增加学生阅读兴趣的同时，也可以丰富教材

的体例。 

4. 脑科学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方式和内容 

把脑科学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意味着将脑科学的最新研究发现和成果，通过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的方式，重新组织课堂教学的实践，应该在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师资培训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具体来说，把脑科学的知识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首先是在课程建设上，需要学校针对心理健康教育进行合理规划和科学部署。学校可以通过设置专

门“脑育”课程，改造“心理健康”课程，发展脑科学与学科教学结合的“融合”课程(薛贵，2020)。作

为一门公共课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具有多种功能，主要包括传授心理健康知识、心理体验与行为训练

等。目前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理念偏向于问题导向，偏重学生的心理行为问题，难以引起学

生的心理共鸣(项瑜，2022)。通过引入脑科学知识，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进行建设，使大学生了解脑科学

的基本知识，如神经活动的基本过程，感知觉信息加工、学习与记忆的机理、语言文字的理解等功能是

如何通过人脑的工作而实现的(赵秀洁等，2019)。学生通过脑科学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学习，能够深入

的了解心理健康背后的生理和脑机制基础。 
其次则是教材建设。2018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要完善心理健

康教育教材体系，科学规范教学内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核心载体

(吴金霞，陈佳福，2022)。有研究发现，目前的教材内容与大学生实际心理健康教育需求之间有一定的差

距(李晓，吴佳倩，2017)。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的目标是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培养大学生有效地应

对和处理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孙崇，2018)。大部分教材的课程内容理论性和专业性太强(吴
金霞，陈佳福，2022)。个别高校直接订购心理专业的教材，使得非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学习起来难度较大，

造成一些阻碍。教材内容编排多以教学为立足点，注重大学生当下可能遇到问题的剖析(刘慧，叶一舵，

2021)，忽视了心理健康的生物学基础。目前亟需一部能反映最新心理健康生理基础的教材。在教材体例

上，可以增加案例分析和拓展链接等板块，丰富教材内容。也可以在现有教材的基础上，从大学生的生

理特点角度探讨其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有针对性的在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一般问题中融入相关的脑科学

内容。可以开设专门的章节介绍心理健康的生物学基础和异常心理行为的生理(或者大脑)的机制。具体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大脑与大学生不良生活方式 
不良生活方式是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和心理问题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常见的不良生活方式包括吸

烟、过量饮酒、缺乏体育运动、三餐不规律、饮用过量含糖饮料等。这些不良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大脑发

育与健康，进而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已有不少研究发现，吸烟，包括吸食电子烟，是引起抑郁症、

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风险因素(Taylor & Treur, 2023)，吸烟甚至与自杀行为有关(Pedersen & Von 
Soest, 2009)。脑科学研究则发现，轻度和重度吸烟者的灰质和白质体积均小于非吸烟者，重度吸烟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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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前叶、额下回和额中回、颞上回、小脑前叶和岛叶的灰质区域以及小脑前叶的白质区域的脑萎缩比轻

度吸烟者更为显著，而这些区域与注意控制和强化有关(Peng et al., 2018)。这些区域的萎缩会增加个体的

罹患心理障碍的风险。同样地，酒精的摄入与胼胝体、穹窿、外囊、上纵束和扣带回的白质损伤之间存

在联系(Monnig et al., 2015)。此外，缺乏体育运动、过量饮用含糖饮料都会造成大脑相关区域受损，进而

对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课程中，应强调健康生活方式，让大学生

正确认识大脑，保护大脑免受损伤以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2) 大脑与大学生学习 
与学业相关的压力是大学生在校期间最主要的压力源，也是造成大学生焦虑、紧张、倦怠等心理健

康问题的主要原因(郭建鹏等，2023)。因此增加大学生的学习效率，降低学业压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大脑

是行为的来源，但反过来它又会被它产生的行为所改变。关于学习的脑科学研究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大脑具有可塑性，学习可以引起大脑的功能和结构发生变化(Zatorre et al., 2012；李

妍妍，丁国盛，2007)。学生从事各种各样的学习，涉及推理、记忆，语言学习、数学学习、道德判断等

多种活动，都有相应的脑基础(董奇，2018)。通过学习脑科学的知识，了解和掌握学习与记忆背后的脑机

制，有助于大学生减轻学业压力，提高学习效率。 
3) 大脑与大学生情绪问题 
情绪问题背后是多因素的复杂交互，其中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焦虑和抑郁是大学群体中

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由于学业压力、人际交往以及就业压力，大学生极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

问题，且检出率逐年增加。焦虑和抑郁问题也是所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的重点章节。抑郁症和焦

虑症可能是一种脑功能或结构发生异常而导致的精神性疾病(吴秀勇等，2016)。大量研究发现，额上回和

额中回，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和眶额叶皮层一般与抑郁症状负相关，而上、下颞回的体积与抑郁症状正相

关(Besteher et al., 2019)。在焦虑情绪中，杏仁核是主导焦虑、恐惧及其他负面情绪的关键脑区，与下丘

脑联系紧密，前扣带回也与焦虑有关(Liu et al., 2020)。了解这些脑科学知识，尤其是焦虑和抑郁情绪的

生理机制，有助于大学生深刻理解情绪的产生和对行为的影响，帮助他们采取合理的方式应对和处理情

绪问题。 
4) 大脑与大学生人际交往 
社会交往障碍和社交恐惧也是大学生常见的适应问题。最近的调查显示，社交焦虑已经成为困扰大

学生群体的主要问题之一，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王薇，2023)。基于大脑解剖差异的磁共振成像

研究发现，社交恐惧障碍患者在额叶皮质、顶叶皮质、枕叶皮质、颞叶区和皮层下边缘区均发现结构的

变化(Brühl et al., 2014)。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健康成年人相比，社交恐惧患者的背侧纹状体的灰质体

积更大，且这种增加与个体自我报告的社交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Bas-Hoogendam et al., 2017)。
背侧纹状体是大脑奖励网络的一部分，且对调节认知和情感行为都很重要。大学生对人际交往的脑科学

知识的学习，可以降低他们的社交焦虑。 
第三是师资培训。把脑科学融入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需要专业的师资力量进行支撑，既需

要高校教师掌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知识，又需要教师明确脑科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契合点。目前国

内在高校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的专业教师，另一个是该高

校心理相关专业的教师。小部分学校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由学校思政教师或辅导员兼职担任。脑科学

作为最近十年发展较快的学科，无论是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的专业教师还是该高校心理相关专业的教师，

在脑科学上的知识储备可能都有不足。高校教师应当及时转变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理念，将“脑科学”思

想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进而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模式。高校应该积极引进具有脑科学背景的心

理健康教育专业性人才，优化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团队。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教师团队的优势，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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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相关师资进行脑科学理论知识培训，增加教师专业知识的储备量，加强心理教师队伍的脑科学理论

素养，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在具体的教师培训内容中，应纳入相关脑科学知识，帮助高校教师

明确脑科学知识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另外高校也可以定期组织本校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与脑科学或神经科学专业教师进行教学交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与脑科

学或者神经科学教师交流沟通机制建设，不断积极探讨脑科学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融合方式以

及融合路径，切实提升实际教学工作质量。 

5. 结语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校师生携手合作，发挥教师教育和培养学生的主导作

用，也要发挥学生自我发展的主体作用。把脑科学的知识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为大学生提供

科学的、前沿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可以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事业增添动力，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的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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