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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分析

罗 章菡

王延松所编著的 《音乐心理学导论 》共分为八章 ，

其 中 大脑与音乐 、语言与音乐 、音乐记忆 、
心理学概述

等章节分属音乐心理学基础部分 ，从分析音乐与人体

生理功能 、 心 理发 展及 潜意识 的 内 在结构 与 关联人

手 ，科学合理地论证音乐对人 的积极作用 。 尤其在心

理发展章节 ， 作 者 引 述弗 洛伊德理论 、 认知 心理学理

论及相关人格心理学概念 ，并 以
“

音乐 审 美
”

篇章作为

全书的重点 ，归 纳并探讨音乐审美对人体各项心理活

动 、思想规律及生理行 为 的影响 ， 揭 示音乐潜隐 的 心

理教育作用 。 随后 ，作者通过对
“

生活 中 的 音乐
” “

音

乐教育心理
”

的 阐述 ， 系统而全面地 引 出 音乐 对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 ，并逐层引 出 大学生心理

干预的手段与方略 。 在
“

音乐心理研究内容
”

章节 ， 作

者指 出音乐是当 代人类文 化和 社会重要 的情感表达

方式 。 虽然关于音乐 与社会发展的问 题 ， 音乐 心理学

仅从应用心理学 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层面进行 ， 但它 以

此为契机 ， 为我 国其他音乐研究学科提供了借鉴或理

论基础 。

近 年来 ，心理健康教育逐渐得到 我 国高校 的普遍

重视 ，从早期 的辅 导员 制 到 现代的 心理 咨询 制 ，我 国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逐渐完善和发展 ，并在高校教

学活动 中发挥着 关键作用 。 作者 在
“

心 理学 的孕育
”

中 ，通过全面研究和 系统分析 ，对我 国高校心 理健康

教育现状进行了反思 ，并认为在信息高速化 的科技时

代 ，互联网技术 的形成与 发展不仅为 学生探索世界 、

获取信息提供了 媒介 ， 而且扩 大了学生 的交 际范畴 。

而随着社交范畴的扩张 ，影响 心理机制 的因子正发生

着深刻 变化 。 美 国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在《行为主义

与广袤星辰 》 中 指 出 ， 社会外因 对人类心理的发展拥

有决定性效用 ， 它不仅包括正常 的语言环境 、社交 氛

围 ，
更关涉整个文化体系 。 不 可否认 ，

社会外 因 与互

联网发展呈现正相关关系 ，会伴随 网络新型 文化的 发

展 ，产生新的心理生态体系 。 然 而 ， 即便如此 ， 我 国普

通高等院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还难 以达到
一

定

的深度 ， 过度重 视学生 的课业水平及思想素质教育 。

而 当心理健康 问题频频发生时 ，高校才逐渐关注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 问 题 ， 并相继创立心理咨询室 ， 聘请专

业教师担任高 校心理辅导 员 。 由 于 我 国 心理健康教

育起步较晚 ， 在心理干预手段 上主要采用心理普查 、

面谈及相关咨询方式 。 然而 ， 受传统 教学体系 影响 ，

我 国心理健康教育偏重于相关知识传授 ，无法契合学

生心理发展实际 ，教育效果不甚理想 。 王延松在对传

统心理健康教育进行分析的同 时 ，提 出 音乐心理教育

手段及研究方法 ， 力 图 从音乐 的 审美心理角 度 ， 破解

大学生心理教育难题 。

伴随积极心理学的发展 ，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逐渐

从心理疾病治疗转 向引 导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从实

质上杜绝心理疾病的 出现 。 而音乐心理学的兴起 ， 为

我 国高校预防心理疾病 ，指 出 了鲜明 的发展方向 。 针

对音乐在心理健康教育 中 的作用 、音乐 如何参与 心理

教育过程等问题 ， 作者在第八章
“

音乐 治疗
”

中做 出 了

系统 阐述 。 首先 ，是音乐 的根源性作用 。 音乐对大学

生的心理作用表现在多方面 。 其
一

，舒缓情绪释放压

力 。 音乐作为情感艺 术的
一种 ， 能够有效揭示 出 作者

的思想与情感 ， 能够对学生心 理和 生理产生 积极影

响 ，诱导学生释放积极情绪 ，缓解并淌除 消极心理 ， 以

达到令人心绪愉悦 的 目 的 。 其二 ， 满足学 生文化需

求 。 古典音乐包含 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是世界

文化的主要载体 ，优美的旋律 、柔和 的节奏 、 深邃 的音

色能够为学生带来不 同的情感体验 。 其三 ， 增强 自信

心 。 音乐所营造的轻松和谐氛 围 ，能够有效调整大学

生的 心理 ，使其乐观开 朗 ， 增强 自信心 ，
促成人际交往

的 自 主性提升 。 其次 ， 音乐在心理知识教育与心理辅

导中具有重要的 教育功能 。 在 知识教育方面 ，音乐能

够有效培养大学生 的审美情趣 和 审美 意识 ，提升审美

能力 。 因此 ，髙校可将心理知识教育与 音乐 教育相融

合 ，促使音 乐教育融人课堂教育体系 ， 培养学生创造

力 、想象力 、记忆力 ，
以 此提升情 绪管理 、认知 自 我 、 心

理治疗 、幸福心理及爱情心理等心理健康教育的 效果 。

而在心理辅导方面 ，音乐辅导是 系统的心理干预工程 ，

需要心理教师以 多元音乐 为心理治疗抓手 ， 帮 助学生

维持健康 的心理状态 。 王 延松指 出 ，现 阶段 ，利用音乐

治疗心理疾病的手段有很多 ， 比 如聆 听法 、 咨 询法 、想

象法及放松训练等。 然 而 ，根据 当代大学生所独有 的

心理特征 、认知规律及价值观 ， 比较适合的音乐治疗手

段是音乐聆听法 。 根据学生在聆听音乐过程 中所产生

的心理变化 ，播放风格形式不 同 的音乐 ， 达到心理辅导

的作用 。 譬如 ，聆 听轻音乐能够促使焦躁 的学生逐渐

恢复平静 ，达到活跃身心的治疗效果 ^

王 延松的 《音乐 心理学导论 》是系 统论 述音乐心

理理论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中 实践 的心理学专著 ，不

仅从心理学层面探析音乐 的社会功能及时代价值 ，更

揭示 出 音乐 在学 生心理健康知识传授及心理疾病治

疗 中 的作用 ，对我 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提供了 全

新的发展方 向 及可行性策略 。

（ 作者单位 ： 贵州 师范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