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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young peopl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With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media platforms have become the core of their liv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methods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ir needs. Yangming mind culture and moxibustion culture provide a solution to 
this dilemma. Yangming psychology culture provides shared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while moxibustion therapy cultur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 curative effect, rapid effect, quick effect, small side 
effects and low cost, providing a new choice for patients who are unwilling to accept drugs or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how to combine these two cultures t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radit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We expect to 
realiz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methods while maintaining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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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社会，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愈发严重。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新媒体平台已成为他们生活和社交的核心。然而，传
统的心理疏导方式已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阳明心学文化和灸疗文化为这一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阳明心学文化为心理疏
导提供了共享性经验积累和理论支撑，而灸疗文化具有确切疗效、快速起效、副作用小、成本低等特点，为不愿接受药物
或心理治疗的患者提供了新选择。论文旨在探讨如何将这两种文化有机结合，为传统心理疏导注入新活力。我们期望在保
持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实现心理疏导方式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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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

身的健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态

都是幸福生活和社会稳定的有力保障，这为心理健康服务行

业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这种变革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便捷和高效，同时也给人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了新的挑战。

因此，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和研究心理疏导的新

模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心学和灸疗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

心理疏导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价值。心学强调内心的修炼

和心灵的净化，通过调整人的心态和情绪，达到舒缓心理压

力、提升心理健康的目的。而灸疗学则是一种通过燃烧艾叶

对人体特定穴位进行热刺激，以达到调理气血、平衡阴阳、

疏通经络的治疗效果，对于缓解身心压力、改善睡眠质量等

有着显著的作用。通过一次对比实验，从观察组临床疗效来看，

灸疗与抗抑郁药物文拉法辛疗效相当，但文拉法辛有不同程

度的副作用，如恶心、激越、性功能障碍、失眠等，而灸疗

无毒、副作用，且方法简便，在疗效指数方面灸疗优于文拉

法辛，临床上患者更易接受这种无损伤、纯自然的疗法 [2]。

数字经济时代，结合心学与灸疗学与现代科技，能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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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出全新心理疏导模式。如开发智能化心理辅导软硬件，融

入心学修炼与灸疗原理，提供个性化心理疏导服务。同时，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实时监测分析用户心理健康状态，

为心理疏导提供精准指导。此外，跨学科合作与交流，将心

学与灸疗学引入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共同推动心

理疏导创新与发展。未来，心学与灸疗学将为心理疏导赋能，

保障人们心理健康。

2 发展现状

传统心理疏导模式在解决心理问题、缓解压力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传统模式面

临挑战和机遇。为更好地满足需求，传统心理疏导开始与心

学和灸疗学结合，形成全新模式。

心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强调心性修炼和

内在平衡。运用心学理念和方法，可帮助人们认识自己、调

整心态，缓解心理压力，提升整体素养。

灸疗学是古老中医疗法，通过刺激穴位调整身体机能、

治疗疾病。在心理疏导领域，灸疗学得到广泛应用，可舒缓

身心、缓解焦虑和压力，改善睡眠质量，提高生活质量。

结合传统心理疏导、心学和灸疗学，形成更全面、深

入的心理疏导方法。心理疏导师可通过谈话、倾听等方式了

解客户需求，运用心学理念和方法调整心态，结合灸疗学物

理刺激舒缓身心、缓解压力。

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强化心理素质，已经不

应该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必须给予实质性的关注与行动 [3]。

此方法更好地满足心理需求，提高心理疏导效果和质量。随

着科技进步和心理健康重视程度提高，相信此结合方法将得

到更广泛应用和推广。

3 心理疏导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个性化关注
传统心理疏导模式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没有充分

考虑到每个人的独特性和个性化需求。在数字经济时代，人

们更加注重个性化体验，因此传统心理疏导模式需要更加注

重个性化关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3.2 心理疏导效率受限
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心理疏导模式可

能显得效率低下，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需求。若传

统心理疏导模式未能与时俱进，融入新的文化元素和科技手

段，其疏导效率可能受到严重限制。在快节奏的数字经济时

代，这种低效的疏导方式可能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

3.3 疏导服务的可及性问题
如果患者不愿进入心理疏导机构，那么他们可能无法

获得专业的心理疏导服务。部分患者对心理疾病存在误解和

羞耻感，这可能导致他们不愿正视自己的问题，更不愿主动

寻求心理疏导机构的帮助。这种心理障碍可能使得心理疏导

工作难以开展。

3.4 文化隔阂导致疏导障碍
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心理疏导模式可能因缺乏与心

学、灸疗学等文化元素的结合而显得与现代社会脱节。这种

文化隔阂可能导致患者对传统心理疏导方法产生距离感，不

愿意接受相关治疗。随着社会变革步伐的加快，多方面压力

的增大，大学生随时面临学习、就业、人际关系、经济、生

活等多方面的压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已经成为社会不

容忽视的问题。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强化心理素质，

已经不应该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必须给予实质性的关注与

行动。

3.5 缺乏跨领域合作和创新
传统心理疏导通常局限于心理学领域，缺乏与其他领

域的跨界合作和创新。在数字经济时代，心理疏导需要与其

他领域进行更加广泛的合作和创新，以提供更加全面和高效

的服务。

4 解决的措施

4.1 引入阳明心学，强化心理疏导的人文关怀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应加强对优秀传统

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发展。心

理疏导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是高校实施教学融

合以及联系的重要因素；心理疏导方式以培养学生积极健康

的心态和行为为主，具有抽象性的特点。

心理疏导在人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社会进步，

其重要性愈发凸显。阳明心学，这一历史悠久的哲学思想，

为心理疏导提供了新视角和深化的人文关怀。它强调心与物

的统一、知行合一，主张个体的内心与外部环境紧密相连。

在心理疏导中，我们可以借鉴这一观点，将内心体验与外部

环境相结合，更全面地理解和处理心理问题。

心理疏导不仅是技术运用，更是人文关怀的体现。引

入阳明心学理念，需关注个体的内心感受和情感表达，倾听

他们的声音，理解他们的困惑和痛苦，并创造温暖、支持的

环境。同时，关注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旨在建立健康、积极

的心态，应对未来挑战。

为了将阳明心学应用于心理疏导，可结合实证研究和

统计数据，探索有效方法和途径。评估阳明心学在心理疏导

中的应用效果，为实践工作提供支持。总之，阳明心学为心

理疏导提供新视角和人文关怀的深化。未来的心理疏导实践

中，应引入阳明心学理念，关注个体内心体验，强化人文关

怀。结合实证研究和统计数据，完善和优化心理疏导方法，

为个体心理健康和成长做出贡献。

此外，阳明心学强调内心力量和自我超越。在心理疏

导中，鼓励个体发掘潜能，培养积极心态，实现自我超越和

成长。但阳明心学并非万能，仍需结合其他心理学理论和方

法，构建综合性心理疏导体系，满足不同个体需求，提供更

全面、有针对性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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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合中医灸疗学，创新心理疏导方法
中医灸疗学，作为中华医学的瑰宝，因其独特的身心

调理功能而备受赞誉。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使得将中医灸疗学

融入心理疏导领域成为可能，为个体提供更全面和深入的心

理支持。中医灸疗学基于经络学说，通过刺激穴位调整气血

运行，治疗疾病。在心理疏导方面，中医灸疗学同样具有独

特价值，如艾灸能促进气血流通，舒缓紧张情绪，减轻心理

压力。

现代心理学研究显示，心理压力的累积与身体生理变

化紧密相连。当个体面临压力时，会出现如心跳加速、血压

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进一步加剧心理压力，形成恶性

循环。而中医灸疗学通过调整身体生理状态，有助于打破这

一恶性循环，恢复个体的身心平衡。除了艾灸，中医灸疗学

还涵盖了拔罐、推拿等多种手段。这些手段可根据个体的具

体情况灵活应用，以实现最佳的心理疏导效果。例如，对于

因工作压力过大导致失眠的个体，可通过拔罐来调和气血，

改善睡眠质量；对于因情绪问题引发肌肉紧张的个体，可通

过推拿舒缓肌肉，缓解紧张情绪。张景岳在《类经》中作注说：

“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

皆谓之发。”灸法正可使血管扩张，血流加速，腾理宣通，

从而达到“火郁发之”、散热退热与祛邪外出的目的。根据

证型，选择穴位和中药，通过艾灸导入其药性，可调节神经、

内分泌、免疫功能，平衡脑内中枢神经递质的影响，以达到

治病的目的。

4.3 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心理疏导平台
利用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优势，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心理疏导平台，实现心理疏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通

过线上平台提供心理健康知识、心学知识和灸疗知识的科普

服务和便捷的心理疏导服务，再利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心理健康服务可以更精准地对客户进行心理评估，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服务方案，形成更多元化的心理健

康服务模式，为客户群体提供更加灵活、多样化的选择。同

时结合线下专业心理疏导人员的面对面咨询，满足不同人群

的需求。

4.4 与线下中医灸疗馆合作，建立镜心书院式新型

心理疏导室
现代社会，心理压力与困扰日益普遍，针对这一问题，

心理疏导室应运而生。传统的心理咨询强调来访者与咨询师

面对面咨询，咨询师了解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引导来访者学

会自立自强，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开办心理咨询诊所，

则将镜心学院窄化成只有治疗的作用，会让自认心理没问题

的人望而却步。因此，镜心学院会积极开展社会活动包括举

办宣讲会或讲座，同时《心灸》小程序线上实时直播为线上

用户科普以王阳明为主的心学文化、心理学文化、中医灸疗

文化。使线上心理咨询人群可以获得优质的服务体验，赢得

顾客的信任。

心理疏导室提供全面的心理疗愈服务，结合心理疏导、

中医灸疗及文化学习。心理咨询师协助个体探索内心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调整心态，增强心理韧性。资深灸疗师为个

体制定个性化灸疗方案，缓解身体不适，提升免疫力。心理

疏导室还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学习，帮助个体提升自我认

知，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应对生活挑战。

5 总结与展望

该项目首先通过心理学和心学的研究，洞察数字经济

时代人们心理问题的根源、影响因素和解决需求。心理学的

视角帮助我们理解问题，而心学的智慧引导我们探索个体内

心世界和心灵成长路径，培养积极健康的心态。

同时，项目引入中医灸疗学的知识和技术，作为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心理疏导手段。中医灸疗学认为，通过调理经络

和脏腑可调整心理状态，缓解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结合

现代科技，如穴位定位技术和智能穴位灸疗仪，进行针对性

研究，评估其疗效和安全性。

此外，项目将利用数字化手段构建全面的心理疏导平

台，整合心理学、心学和中医灸疗学的知识和资源，为用户

提供个性化的心理疏导服务。用户可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电

脑等设备进行心理咨询和灸疗疗程，获得专业心理支持。平

台还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测试和个人成长计划等功能，

提升用户心理健康水平。

通过实施该项目，我们期望探索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

的心理疏导新模式，融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为用户提供全

方位、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服务，实现心灵平衡与成长。这一

新模式将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心理健康问题提供创新解决方

案，为社会和谐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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