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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对目前所面临的复杂形势

和时代要求的必然回应。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

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

层次全面总结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承接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凝聚了全党

全社会的普遍价值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

供了清晰的价值追求。

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凝聚下，强

化实践养成和教育引导，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

民素质、民族责任、文化自信、道德修养的示范作用，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个人行为和思想的各个方

面，转化为莘莘学子自觉的行为习惯和情感认同。

（四）高校应发挥团体心理咨询的优势治疗“空心病”

利用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聘请专家，设计针对大

学生“空心病”的团体咨询方案。在校内广泛发布治疗

“空心病”的团体咨询招募令，聘请专家带领报名者做

团体咨询并对咨询效果做进一步评估，不断调整和完善

团体咨询方案。利用团体心理咨询的优势，让学生自由

探索，通过沙盘游戏、OH卡技术、绘画心理等一系列

重塑自我的活动，激活学生被压抑的心理能量，提升学

生的自主感、归属感和意义感，助力学生真实自我的成

长，满足马斯洛所提出的实现自我的最高追求。

结　语

在大学生“空心病”现象的背后，问题表现在当下

的迷失，但究其根源在于以往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

社会大环境。所以，我们期待家长能从孩子健康成长的

角度，以长远的眼光，来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自由和有

爱的家庭环境，这既是孩子的福祉，家庭的福祉，更是

社会的福祉。学校教育也不要唯分数论，应以培养有健

全人格、有责任感、有幸福感的“人”为己任。社会大

环境上也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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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处于多元文化多种思潮交织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正是对目前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和时代要求的必然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