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4, 14(2), 868-873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109  

文章引用: 陈贞贞, 温金童(2024). 新心性心理学视域下提升大学生文化认同感的路径研究. 心理学进展, 14(2), 
868-873. DOI: 10.12677/ap.2024.142109 

 
 

新心性心理学视域下提升大学生文化认同感的

路径研究 

陈贞贞1，温金童2* 
1甘肃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2陇东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庆阳 
 
收稿日期：2024年1月15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22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9日 

 
 

 
摘  要 

认同中华文化与新心性心理学相结合，是引导大学生认同中华文化的有效途径，新心性心理学理论为提

升大学生文化认同感奠定了基础，以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优化社会环境、创新文化产品为培育路径，

从而提升大学生文化认同的主动性，完善大学生人格全面发展，在心理形成归属感，增强其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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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new mind-nature psycholog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identify with Chinese culture. The new mind-nature psychological theory lays a f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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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ion for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ivates college students to actively 
accept Chinese culture and improve their overall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by creating a goo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optimiz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ng cultural products, 
thus enhancing their awareness of home and country feelings in terms of forming a sense of be-
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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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认同包括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总的认识，体现了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认同反映着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因而文化认同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渐

发展的内化过程(佐斌，温芳芳，2017)。青年大学生作为引领未来民族发展的排头兵，对其进行文化认同

培育，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身素质，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文化自信程度，有利于

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与定型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教育与引导至关重要。心理学一直强调，外

部的客观现实必须通过个体内部的心理活动才具有价值，对文化认同的研究也不例外(董莉，李庆安，林

崇德，2014)。对于大学生而言，在认识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

上，对其产生高度的认同，积极地进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自觉抵制腐朽文化的

侵蚀，有助于大学生增强文化认同感，完善人格以及厚植爱国情怀。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一旦得到提升

后，就会融入大学生的精神世界，规范他们的日常的行为操守、养成高雅的审美乐趣、树立正确的理想

信念、培养高尚的爱国情操、引导大学生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因此，本文依托新心性心理学已有研究，

通过学科交叉与结合，试图以心理学路径助推大学生提升中华文化认同感。 

2. 理论基础 

2.1. 文化心理学的历史进程 

由德国心理学家冯特于 1900 至 1920 年所著的十卷本《民族心理学》通常被视为文化心理学发展的

“最初源头”。1928 年，“文化心理学”一词是由萨丕尔首次在学校课程中提及。1970 年之前的文化心

理学研究重点在于探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普适性与共通性问题，并以此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比较实验与跨文

化研究，此时的文化心理学偏好于探究文化对人类生理活动与动作行为、信息处理机制、符合表达行为

等的影响，个体人格发展与社会化过程中文化的作用以及文化对群体性心理健康的意义等。1970 年至

1980 年，研究者们试着用文化脉络探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不同的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在心理特质与行

为规律方面表现都大相径庭。身处不同文化的个体具备不同的文化心理。所谓文化心理，指的是人在一

定语境中对一定文化刺激所作出的该文化所规定的反应(李炳全，2007)。身处某种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

不仅要学习文化以获得认可，而且个体的思想、行为乃至感知，都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心理学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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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会，1995)。自 1990 年后，研究者们意识到身处不同文化的群体理解和处理文化问题时想法很

难一样。因此，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需以更加包容和理解的态度来对待人类心理和行为表现的大众化和独

特性。基于文化主客观的复杂体与个体心理结构的普遍性，文化心理学与人类学、解释学、哲学等多个

学科开展跨学科合作。近年来，文化心理学逐渐朝着后现代化、民族化、本土化发展。 

2.2. 新心性心理学的诞生 

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心理学传统提供的心性学说也可以称之为心性心理学，但这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

古老的心理学。中国文化中的非常独特和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心性的学说(葛鲁嘉，2004)。著名学者

葛鲁嘉立足并突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从全新独特的视角和哲学的高度对中国本土心理学进行了重释，

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新心性心理学。新心性心理学开辟了中国本土心理学发展的新路径，以探讨和揭示心

理文化、心理生活和心理环境为目标，以开创和建立本土心理学学派、理论、方法和技术为己任，以推

动和促进中国心理学的创新、创造、发展和繁荣为宗旨(葛鲁嘉，2005)。新心性心理学旨在追求本体对“心”

的不一样的认识，新心性心理学重心在于构建心理生活，促进心理生活健康高质量的发展。心理生活就

是人的心理的自觉活动，是自觉的理解，是自觉的创造，是自觉的构筑(葛鲁嘉，2004)。可见其是由自己

生成、自主觉悟和创造的，是自身对心理没有经过任何理论预设最本真的理解。新心性心理学在心理学

中强调文化特殊性、文化多元和普遍心理机制的兼容，在中国本土文化视角下理解人心。西方科学心理

学探讨的是人格，而中国本土心理学探讨的是心性，强调的是心灵的成长。新心性心理学颠覆了西方心

理学的研究次序，由技术干预到理论建构再到方法检验。 

3. 新心性心理学视域下提升大学生文化认同感的缘由 

3.1. 理论联系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众多优秀文化的集合，中华文化认同则是对中华文化的价值与精神加以认同与

肯定，主要包括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以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方面的认同(顾廷方，2018)。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青年的培养关乎国家发展，

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培养更是重中之重。 
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或社会情境因素，内心的健康起

着很重要的作用。大学生通过与所处环境的不断磨合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化认同状态，自身的自洽幸

福的状态会促进达到良好文化适应的目的。这是新心性心理学对文化认同的影响。新心性心理学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息息相关，心性学说和文化认同紧密相连。 

3.2. 必要性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化瑰宝和璀璨明珠，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社会稳定团结、

规范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大学生作为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有

力保证。由于互联网进程的推进，良莠不齐的网络环境、多元社会思潮的涌入、西方价值观念入侵等因

素，加之大学生思想活跃，因此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较易动摇，所以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加强大学生

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必要性。在提高大学生文化认同感时，可以利用具有根源性文化积淀的心性文化为

取向的新心性心理学来塑造大学生的心理，其带来的心理体验带有中华儿女独有的东方文化韵味，鉴于

此，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是由内心自觉自发的，更为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新心性心理学的理论为大学生

文化认同提供了文化心理学的理论支撑，该理论有利于指导大学生提高文化认同感。在当代大学生群体

中，不乏有一部分学生存在“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想法，类似的这种想法很难适应大学生的心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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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活需要。在传统心性修养中，大学生都需要民族自豪感存在，需要对心性进行自我认定。将新心性

心理学运用到大学生生活中，促使大学生把优秀传统文化当成一种修养，承认自己的心理文化根源，以

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正确修养心性，做到精神上的崛起。 

3.3. 迫切性 

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有

可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化”掉。国民，特别是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极为重要。

新心性心理学运用于提高大学生文化认同，也是基于当前大学生面临的心理矛盾的现实需要。近年来中

国人心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出现了诸多心理问题。这些问题来自现实文化环境方面、个人生活经

历方面、家庭变迁方面、历史的影响等方方面面。这些心理问题的大量发生，需要传统心理学的理论创

新，来指导人们如何面对民族文化历史、面对世界文化融合的潮流，来实现心理生活的和谐。中华民族

以集体为重心的道德传统迥然不同于西方心理学中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西方心理学教育新一代人理

性上不仅接受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西方价值观念，同时也接受了现代西方生物学所带来的生命观念。

但当代大学生从情感上仍旧依赖传统心理生活方式，希望拥有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维系和道德规范。现

代生命观念与中国传统道德的冲突，构筑了现实的心理矛盾。这种矛盾的普遍性，使心性学说运用大学

生文化认同的的发展变得迫切。运用新心性心理学，用以指导大学生的现实心理生活，实现心理生活的

和谐，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提升其文化认同的重要方法。 

4. 新心性心理学视域提升大学生文化认同感的路径 

4.1. 认知提升：教师积极作为 

将新心性心理学运用到提升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方方面面中，有利于促使大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并认

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提高自身的素质，树立强烈的爱国心。高校肩负着培养优秀大学生的重要

使命，还要讲授文化知识、引导形成正确的观念、规范学生的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要想做

好这些方面需要教师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针对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目的就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引导

学生发挥自身的闪光点，最大程度提升自身基本素质，这与以往只培养做题机器的应试教育完全不同。

教师在这个环境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组织者，引导者，他们关注的应该是知识发生的过程以及在发生过

程中学生的思维、情感、能力等的变化，让课堂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教师可以组织大学生观看与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相关的纪录片，真实的了解其背后的意蕴，组织引导大学生进行交流，提高对

中华文化的理性认识。此外，教师还要多加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做大学生的知心好友，多与大

学生谈心，对于有需要的大学生，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教育引导。教育大学生应正面客观地接受真

实自我，不以外在价值标准进行自我评判并贬低甚至是摧毁自己的真实性存在，深化自我认识，充分发

挥自我的潜能，使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趋于一致，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人格。通过周围文化环境的耳濡

目染、潜移默化，时刻给予大学生积极的心理暗示，将健康的心理生活渗透进大学生的思维观念中。 

4.2. 情感培育：优化社会环境 

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或者更大社会的情境因素，个体会

和所处的环境不断磨合、碰撞，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化认同状态，最终达到良好适应的目的(董莉，李

庆安，林崇德，2014)。大学生因个人阅历、知识积累等方面的局限，往往处理问题时会短时期内暴露焦

虑、忐忑等情绪。大学生的生活日益离不开网络。第一，加强对提升大学生文化认同感的环境渲染、情

感催化。打造正能量、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网络环境大学生在创造观看短视频方面呈上升趋势，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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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好的文艺作品，能够温暖心灵、启迪心智。比如电影《红海行动》的故事背景为中东国家伊维亚共和

国发生政变，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刚刚在索马里执行完解救人质任务的海军护卫舰临沂号，受命前往伊

维亚执行撤侨任务。舰长高云派出杨锐率领的蛟龙突击队登陆战区，护送华侨安全撤离。谁知恐怖组织

扎卡却将撤侨部队逼入交火区，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所难免。混战中，一名隶属柏森博士公司的中国员工

成为人质。为了解救该人质，八名队员必须潜入有 150 名恐怖分子的聚集点，他们用自己的信念和鲜血

铸成中国军人顽强不屈的丰碑！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温暖人心的作品，是提

升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感最好的载体。第二，社会支持在个体的文化认同中也是十分重要。社会支持是

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应对压力、提高适应的重要资源，主要包括父母和同伴(董莉，李庆安，林崇德，

2014)。搭建学校社会家庭三方联动的心理健康咨询平台。学校教师与家长可以交流学生的学习进展、个

人发展需要以目标设定，为其完成目标、解决问题等作出更积极的正向引导，父母及时观察孩子心理状

况，如遇反常或消极时与学校沟通。公益心理咨询平台可以将学生成长变化、心态变化、情绪变化以及

知识储备、个人对事件态度、解决问题能力、综合能力等的不同表现进行汇总，形成经验，不断促进学

生自身的心理健康。使之内心对自身的认可，外在化为对文化的认同。 

4.3. 实践施行：创新文化产品 

中国人民广泛而深厚的文化自信源于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在与其他文化群体的对话交流中，文化认

同对于在平等关系下推动文化互鉴、文化理解、文化尊重、文化信任、文化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宋佩佩，

2021)。文化产品是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物质资源。文化产品能够反映其受众群体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心

理特质与行为规律，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与阐述该文化的本质特征。从心理学角度，

文化产品研究既能客观体现中国近年来的文化传承与变迁历程，又能从中把握文化变迁对国人心理状态

与行为规律的深刻影响。大学生在文化产品消费占重要位置，更加重视实用性能。通过分析传统文化资

源之精华，制作出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新貌的文化产品，将研究成果与社会热点话题相结合，达成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应共进的双贏局面。如近期的“尔滨”火爆出圈，带动的独具特色哈尔滨手办和冰箱贴也

受到年轻人的热捧。“祥龙纳福”冰城纪念章，仅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播放量就超过 400 万；500 套限

量款冰城风光沙画明信片不到 1 个月时间全部售罄。一款名为“冰城四季 AR 冰箱贴”的创意产品，以

其独特的魅力，迅速吸引了众多游客和网友的关注。这款冰箱贴凭借其精美的设计和可爱的 AR 动画效

果，成为了市场上的新宠。自首发以来，近万枚冰箱贴在短短 5 天内便销售一空，以 58 的销售单价计算，

已售部分便创收超五十万元。外地网友纷纷在网上寻求“代购”，可谓是“一贴难求”。这款 AR 冰箱

贴创作者是两位才华横溢的“90 后”女孩。她们凭借对哈尔滨文化的热爱和对新技术的敏锐洞察，抓住

了年轻大众的文化心理需求，使得 AR 冰箱贴如此火热。可见，文化产品还需以多元化创意为支撑来建

构文化认同感，通过与大众的互动性体验，将传统与现代结合，结合大学生的心理需求，才能保障文化

创意产出的不竭动力。将文化创意与制造业相整合，不仅能推动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也能让制造业在

优化动能机制的过程中促进文化创新。只有在深耕传统文化内涵的前提下，以谨慎且包容的态度开展文

化产品制造，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5. 结语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只有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相一致，与当今社会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新心

性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取向与人文科学取向兼备的交叉型学科，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科学中汲取

群众性研究的相关经验，真正做到为大学生服务。新心性心理学以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为底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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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探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心理学，是增加人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智慧更是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内心的健康与安宁帮助大学生更好地

实现需求的圆满以及提升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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