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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础研究类心理健康课题立项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经费资助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社会心理服务的理论与

体系研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精神卫生中心
骆宏

2
中医药文化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探索

与实践
南京中医药大学 张小聪

3 儒家“四书”中的心理健康思想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车凤

4
形-气-神三位一体：国风舞蹈训练对大学生心理

弹性的影响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

院
易倩倩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思想研究 大连财经学院 何昕

二、自筹经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

践路径研究——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作品为例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景小勇

2
中国传统阴阳哲思视域下青少年“一核四维”心

理韧性教育理论和机制研究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

育集团麒麟中学
王国欣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心理健康的价值 杭州市采荷中学 邱锋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策略

研究

集宁师范学院附属

实验中学
杨帆

5 剪纸艺术 AI 智能体赋能心理服务的创新应用 福建省艺术馆 陈哲

6
以多感官交互式严肃游戏为媒介的古琴艺术赋

能心理健康工作机制研究
武汉大学 范秋砚

7
基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积极心理培育体系研

究
辽宁教育学院 李颖

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当代心理健康的理论与

机制——兼议本土化心理咨询应何去何从
南开大学 李强

9
中医情志疗法对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影响效应及

机制研究
成都中医药大学 李亚彤

10
八段锦改善负性情绪的认知机制——注意调控

与情绪策略优化的实证探索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 凌莹

11
从《易经》的哲学内涵和心理学思想构建本土化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理论与方法

淮安市第三人民医

院
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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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于儒家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培

育体系研究
青海师范大学 付超

13
道家认知疗法调控奖赏环路干预青少年抑郁

NSSI 机制研究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

心
王朔

14 《黄帝内经》神智理论赋能心理健康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 陈子杰

15 新六艺论：儒家心理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

学院心理系
李明

16 基于中国家庭文化的心理干预路径研究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

医院（上海市东方医

院）

李闻天

17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体育教学对青少年心理韧性

的培养研究

郴州市北湖实验学

校
单良

18
“全人健康”理念下儿童运动教育模式创新的区

域行动

杭州市上城区教育

局
沈琳

19
博物馆展览赋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创新机制

与实践路径研究
河北博物院 赵雅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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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应用研究类心理健康课题立项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经费资助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1
“戏说心语”——传统戏剧与影视戏剧干预青少年

厌学拒绝的应用研究

苏州市姑苏区心

盟心理社工发展

服务中心

李卓恒

2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语料库的青少年心理韧性促进大

模型研究

清华大学深圳国

际研究生院
倪士光

3
住院抑郁症患者正念整合式太极拳干预方案的循证

构建与应用研究
苏州市广济医院 季彩芳

4 文化雅集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时代价值
河南农业大学文

法学院
牛娟

5 指向儿童精神成长的甲骨文课程建构研究 青岛大学 赵翠兰

6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积极自然意象促进青少年心理健

康的机制与干预课程开发
北京林业大学 陈一笛

7
阈下抑郁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中医情志致病机理梳理

及中医心理治疗方案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 马利军

8 中医知行疗法在情绪治疗中的应用 广安门中医院 王健

9
数字化中国道家认知疗法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的

纵向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
曹玉萍

10
基于苏轼生平的“人生三境”心理韧性培养课程开

发
南京医科大学 张文君

11
“鼓舞童年 2+2”课程促进小幼互接心理准备与适

应的行动研究

浙江省杭州市明

远未来小学
马益彬

12
传统工匠精神赋能高职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实证

研究

成都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刘勇

13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下的“绘本阅读疗法”对学

生心理健康的促进及康复作用的研究
杭州第一医院 张海生

14

头部调神浅刺联合心理干预治疗焦虑伴失眠的标准

化诊疗方案构建——基于真实世界研究的疗效评价

体系与操作规范探索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
吴希

15
移空技术对厌学拒学儿童青少年干预方案的行动研

究

中国医学气功学

会
刘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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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筹经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1
中医心理智慧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应用研

究
福建中医药大学 丁闽江

2
三峡文化资源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五维协同”

机制构建
重庆三峡学院 李晨光

3
西南边疆民族心理剧对有效提升大学生心理韧性的

实证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 唐琳

4
中华经典诵读干预青少年心理韧性的技术路径与社

会传播模式研究
西北大学 殷航

5
数字时代“ AI-心社群”干预体系对青少年学习潜

力与心理健康的影响
深圳市高级中学 刘静

6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厌学青少年心理支持技术

与干预工具

青岛理工大学/青

岛市人大
刘志燕

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海关干部职工心理健康工

作中的实践与应用
海关总署 陈垂培

8 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研究
北京市通州区东

惠家园幼儿园
冯薇

9
传统节日仪式增进空巢老人心理资本的机制与实践

研究

黄冈市现代社会

组织研究中心
田新朝

10 中华诗词诵读对小学生心理资本的影响
深圳市宝安区航

盛小学
翁丽丽

11 武夷茶文化在服刑人员心理矫正中的实践探索
福建省司法警察

训练总队
林革

12
检校协同·文化赋能：基于情志疏导理论与正念干

预的专门学校学生再犯预防体系研究
广州商学院 陈卓生

13
书法促进个体身心健康的实证研究：以戒毒场域为

样本

乌海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
张海军

14
基于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探讨耳穴压豆联合中医

五音疗法对青少年抑郁患者的疗效研究

湖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汤勇

15
基于阳明心学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构建及干预效果

研究--以职业院校学生群体为例

河北轨道运输职

业技术学院
王立前

16
古琴与鼓圈疗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对比研究：基

于脑电机制与适用情境的双路径探索

成都艺术职业大

学
王婷

17
上古神兽守护心理健康——《山海经》与 AI 人工智

能技术结合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

同济大学附属精

神卫生中心
季卫东

1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表演美育提升青年社交认知

能力的干预与评估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李然

19
诗韵润心：古诗朗读提升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

路径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心

理学院
安媛媛

2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县域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应

用研究

广西北流市妇幼

保健院
戴寿焕

21 画境·心愈--基于 VR 技术的传统名画沉浸式心理健 山东省精神卫生 李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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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干预方法研究 中心

22
多模态传统艺术疗愈对青少年文化认同与心理健康

的干预效果及其机制研究
西南医科大学 陈屹

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学的协同发展—初中

跨学科育人体系的实践路径探索

西安高新区第三

初级中学
刘佳

24
浸润式国学经典校园德育实践对中学生积极心理品

质的影响研究

张家口市张北德

智中学
杨建彬

25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为规范模型研究 同济大学 王倩

26 五行音乐疗法在郁证干预中的机制研究与临床应用
西安市精神卫生

中心
职璞

27
文化基因的疗愈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表达性

艺术治疗中的转化路径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 李蔓荻

2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心理健康应答机器人的底

层逻辑构建

西北大学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
张文静

29 中华诗乐舞传统赋能社会心理服务实践研究 中央音乐学院 靳腾飞

30 阅读疗愈视域下传统文化积极心理培育机制研究 青岛大学 姜彬

31
基于多学科协同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的校本化实践模式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桂

城街道第一初级

中学

李西鹏

32
基于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古筝鉴赏校本课程实践研

究
韶山学校 魏娟娟

33
基于中医情志理论的麻醉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学员心理培育与压力干预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

方茜

34 舞蹈疗愈促进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实践路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唐怡

35
“中医药文化+心理健康”形神同养与文化润心干预

范式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 段晓华

36
基于中医学“阳神阴神共济失调”假说的中西结合

睡眠障碍诊疗方案构建及初步评价
北京医院 黄飞

37
基于中医理论的心理治疗联合药物疗法对轻中度抑

郁症患者临床疗效的研究

绵阳市第三人民

医院
姚静

38 中医养生文化赋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河南中医药大学 司华峰

39
基于中医八段锦联合积极心理学赋能医务人员心理

健康的研究观察
东莞市康复医院 钟向阳

40 基于人工智能的中医心理健康辅助诊断系统研究
珠海市第三人民

医院
黄明星

41
非遗手工+数字化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

模式与路径研究
新疆农业大学 田金艳

42
“非遗疗愈”视角下中华传统技艺促进心理健康的

机制与实践研究

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
唐金稳

43
非遗叶雕“五行疗心法”在毒品成瘾人群戒治中的

效果评估及示范应用

重庆未成年人教

育矫治所
余长江

44 非遗技艺缠花对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和心理健康的干 广州市第一人民 黄月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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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研究 医院

45
五育促心育——成长型思维视域下非遗技艺赋能工

科高校抑郁倾向学生团体干预实践研究
辽宁工业大学 陆璐

46

赣韵育心：非遗赣剧赋能新时代高校心理韧性培育

的路径探索——基于江西艺术职业学院的创新实践

与理论建构

江西艺术职业学

院
毛情红

47
基于道家养生文化的情志辩证食疗团体辅导方案设

计

成都市第四人民

医院
何江军

48
周易与五音疗法在人工智能心理健康管理中的创新

与应用
三明学院 鲍律升

49
乐养岁月，康养银龄——基于音乐康疗的养老服务

策略与方案设计
上海音乐学院 杨燕宜

50
儒家思想视域下医护人员心理支持能力培训体系的

构建与实证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
汪健健

51
《论语》中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

应用研究
成都师范学院 唐远琼

52 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成都艺术职业大

学
李小佩

53
“中国式正念”的有效成分研究：基于认知神经证

据
浙江大学 黄鑫

54
家长心理健康素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心理求助的

影响机制：一项中医视角下的循证干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
邓林园

55 纪录片美育（疗愈）促进社会心理服务实践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 宋素丽

56 经典诵读对小学生心理健康培育路径的实践研究
重庆科学城明远

未来小学
邹琴

57
中华红色史政教育实践对多民族中职生国家认同与

积极心理的影响研究

东莞市纺织服装

学校
钟宝团

58
红色歌谣合唱训练对大学生心理弹性提升的影响研

究

郑州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
马月超

59
文心养正：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疗愈促进

青少年认知重评能力提升的实践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刘芳

60 基于 AI 的山水诗画与心理健康研究 厦门大学 吴胜涛

61 陀螺训练的多模态心理干预技术开发与应用
重庆旅游职业学

院
代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