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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积极心理学着眼于发掘人的内在优势与幸

福感的源泉，通过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和积极实践，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全新的视野。通过识别和

发展学生的个人优势，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有助于有效地塑造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借助积

极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和完善长期有效的积极心理支持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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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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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 faces man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ositive psychology focuses on exploring people’s 
inner advantages and the source of happiness, and opens up a new vis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deep understanding and active practice of hu-
man nature. By identifying and developing students’ personal strengths, it can promot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also help to effectively shape positive and healthy social values.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positive psychology,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long-term ef-
fectiv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support system can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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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积极心理学，作为心理学领域的一个相对新兴分支，其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的优势、潜力以及生活

中的积极体验和情感，旨在探索和促进人类幸福感和良好的心理健康。自 20 世纪末由马丁·塞利格曼和

米哈伊·契克森米哈伊提出以来，该领域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近年来，该

领域的研究逐渐拓展至应用领域，探索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和人群中应用积极心理学的原理和实践，以促

进更广泛的社会福祉。 
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手段，又是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活动形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是以大学生为工作对象，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涵盖了培养学生的情感、能

力、价值观等多个方面。在新时期，新的信息社会背景下，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学生的成长环境

和个体特征出发，并与新的形势、新的需求相适应，做到有目的、有组织、有特色、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王琪，2023)。 
积极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建设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两个方面。积极心理学重视发现个人的长处、潜能，引领人追求快乐、积极的人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点则是培养个体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两者都强调个体的自我成长和价值实现。积极心理学可以

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方法论支持，将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和方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可以更好地对

学生的正面态度、心理状态进行培养，充分发挥其潜能，促进其人格发展与自我实现。同时，积极心理

学的运用还有利于营造出正面、积极的社会文化氛围，它能激发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形成一种良性

的社会风气，从而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也是非常有

益的。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个体和社会的积极发展。 

2. 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积极心理学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是一项复杂而深入的工程。它不仅要求教育者深刻理解

和透彻掌握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将这些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 
首先，必须要进行扎实的理论研究，对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原理和方法(如幸福感、流畅体验、

乐观主义、希望理论等)进行深入剖析，并将其与高校思政教育的内涵和要求相结合，建立适合高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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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理论框架和指导原则。 
其次，教育实践是将积极心理学理论应用于实际教学过程的关键。教育者可以通过设计和开设相关

课程、组织主题讲座、举办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形式，将积极心理学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并引导他

们将所学知识与日常生活和学习实践相结合。例如，在课程设计上，高校可以开设了“积极心理学与个

人发展”等课程，运用小组讨论、心理测试等多种教学形式，向学生介绍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

方法，使学生了解并体验如何培养积极情绪和心理韧性。此外，学校心理健康工作部门还可以联合学生

组织，定期开展“心理健康周”系列活动，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团体辅导、情感分享等活动，通过这些

活动向学生传递积极心理学的理念，鼓励他们关注自身心理健康，学会应对压力和挑战。 
此外，评估反馈是将积极心理学融入思政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教育者需要定期对教育活动

的效果进行评估和反思，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心理状态，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以确保教育目标

的实现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例如，高校在每学期开展的评教活动，除了对课程内容的反馈外，

可以适当增加能够反映学生心理状况的问题，从而更加全面地掌握全校学生的心理状况。  

3.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3.1.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高校学生普遍承受着来自学业、就业、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压力，从而导致

了焦虑、抑郁、孤独感以及价值观念混淆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思

想、政治、道德和法制等为重点，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和理论的灌输，而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则有

所忽视(周方遒，郭芮，2022)。心理健康问题的普遍存在会削弱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当学生被个人心理问题所困扰时，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关注度和吸收能力随之下降，会影响思想

政治教育的直接传递效果。心理健康问题还可能导致学生对现实和未来持悲观态度，这种情绪状态直接

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目标。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学生更容易

对社会现实产生扭曲的认识，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持有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这会阻碍思想政治教育

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目标的实现。此外，还可能加剧学生之间的隔阂，影响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培

养。受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的学生往往倾向于自我封闭，不愿意参与集体活动，这不仅会影响个体的社会

化进程，也对集体的和谐发展构成了挑战。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是基于传统的主流心理

学，工作重心放在如何处理学生已经明显表现出的心理问题上，对学生隐藏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真实需求

的挖掘不足，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学生需求产生偏差，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

果(周方遒，郭芮，2022)。 

3.2. 价值观多元化挑战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爆炸和互联网自由获取信息的特点使得学生接触到的思想观

念更加广泛。大学生作为网络的特殊群体，受网络环境的影响较大，网络空间中存在着大量虚假失真的

信息，“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负面思想被刻意宣传，西方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也借助网络大肆恶意传播，网络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分散和消解了主流的舆论导向，冲击着部分大学生已

有的认知观念和价值取向，阻碍了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制约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黄宗芬，

刘社欣，2018)。 
此外，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导致一些学生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和

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个性化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日益凸显，一些学生可能对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持有疑问，不愿接受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些问题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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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积极参与度不足 

在当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学生积极参与度不足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该问题

的表现多样，包括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兴趣缺乏、课堂互动参与度低、思想政治活动出席率不高以及对

相关内容讨论的热情不足等。 
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学生积极参与度不足的主要原因有内在动机缺失、正向情感体验不足、

个人优势与活动契合度低以及社会支持和归属感不足等。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以教师

讲授为主，学生长时间处于被动接受的学习状态，形成教师单向灌输、填鸭式教学的局面，学生容易感

觉枯燥乏味，产生抵触情绪，难以产生积极的学习意愿。而且，部分理论内容过于抽象，如果教师不能

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则难以引起学生共鸣(刘海宁，车佳郡，刘静芳，2022)。当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主要是基于外在压力，如成绩要求、教师和家长的期望，而非内在兴趣和价值认同时，其参与的主

动性和持续性会大大降低。如果教学内容和方式无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成就感等正向情感，以及缺乏

对学生个人优势的认识和挖掘，不能给提供与学生个人优势相契合的参与方式，都会影响学生的积极参

与度。而且，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和归属感对个体的积极参与也具有重要影响。在思想政治

教育过程中，如果学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不足，或缺乏与同伴、教师之间的有效互动和连接，也可能会

导致其参与度下降。 

4.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 

4.1. 积极情绪与态度的培养 

积极情绪的培养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有助于大学生自我成长，转变态度面对压力，在日

常生活中产生更多的积极体验，拥有更多的“正能量”(刘海宁，车佳郡，刘静芳，2022)。将积极心理学

理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是创新教育模式的需要，也是深化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途径。 
运用积极心理学理论，设计和实施富有吸引力的教学活动，如角色扮演、情境模拟、案例分析等，

能够引起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究欲，并能使他们在学习中获得正面的情感体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

以通过积极的反馈、鼓励和赞扬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这些都是积极情绪的重要来源。

再者，积极心理学强调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集体主义教育尤为重要。通过团

队合作项目、志愿服务活动等，学生可以在互助合作中体验到归属感和社会支持，这些正面的人际经验

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从而促进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运用积极

心理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积极情绪和态度，不仅可以提高教育活动的吸引力和有效

性，也有助于深化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4.2. 个人优势和潜能的发掘 

积极心理学在识别和发展学生的个人优势、促进其全面发展和价值观塑造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

通过挖掘个体的潜能和优势来实现个体的最佳状态，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根据积极心理学的观点，每个人都是教育者，每个人都有促进个人积极成长的积极心理潜能，是个

体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李海涛，王晓为，2021)。这一理念为教育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角度，

充实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与内容。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首先应通过科学的方法识别学生的个人

优势，如可以采用优势发现问卷等工具，帮助学生自我探索和识别自己的核心优势。一旦识别了学生的

个人优势，接下来的教育过程中就需要有意识地设计活动和课程，以便让学生在实践中发展和应用这些

优势。例如，对于具有高度同理心的学生，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实际行动培养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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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同理心，同时也培育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利用积极心理学提倡的目标设定理论，

教育工作者可以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兴趣设定短期和长期目标，并鼓励学生通过实际行动去实现

这些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体验到获得成功的满足感，还能够通过实践锻炼加深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 

4.3. 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要素包括积极情感、积极性格、积极关系、积极体验和积极成就。通过培养这些

要素，可以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和社会适应能力。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和方法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

新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途径。通过培养学生的积极心态、优化其心理状态，积极心理学有助于提升学

生的自我认知能力、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在思想政

治教育课程中，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强调助人、团结等品质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在面

对困难和挑战时积极应对，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增强集体责任感，塑造积极的社会价值观。设计与社会

责任和集体主义精神相关的教育内容。例如，开展主题为“我为社区做贡献”的项目学习活动，让学生

在实践中学习如何识别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付诸行动，从而体验到个人行动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通过组织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有利于学生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体验到满足感、成就感和幸

福感，进而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例如，通过参与贫困地区支教活动，学生不仅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

还能在过程中体验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5. 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建议 

新时代的高校学生成长于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思想活跃，个性鲜明，对传统

教育模式的接受度逐渐下降。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与需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探索与时俱进的教育模式。 

5.1. 更新教育观念，关注学生积极品质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合积极心理学的应用需要更新教育观念，特别是要把培养学生的积极品

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指出：“人们的痛苦与悲伤和事件本身并无多大关系，而

是不合理的想法所造成的情绪困扰。”积极心理学理论中的乐观和希望认知方式能够帮助个体从积极角

度看待挑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重视对学生积极认知方式的培养，引导他们用积极的情绪正

确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困境(高洁，贾琼，2023)。 
教育者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起着主导作用，需要适时地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将积极心理学理论

转化为行动，在教育过程注意以欣赏的眼光、鼓励的言语对待身边的学生，加强师生之间的正向互动，

创建开放、包容的学习环境，提升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品质是人与生俱来

的，也是能够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王文娟，2017)。”教师要树立积极的品质是可以培

养的观念，把教育重点放在如何挖掘和发挥学生的品格优势上。处理学生在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

压力和问题，教师要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思想波动，对学生进行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同时要

注意途径和方法，使学生切实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将注意力真正放在关注自身发展和成长上。用积极的

学生观和积极的预防观开展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使学生的正面人格得到发展，积极品质得到加强，

进而推动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提升(王云莉，2022)。 

5.2. 创新教育方法，应用积极情感体验法 

在教育实践中，关注学生内心的情感世界，能够有效地调动他们的内在潜能。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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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来。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尊

重、理解和支持等积极的情感体验时，就更有可能对所学内容产生深刻的认识和认同，进而更加自觉地

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以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塑造全面发展的人。 
积极情感体验法是指“以积极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使个体暂时或持续地获得积极情感体验并发展其

主动体验积极情感的能力的一系列手段和方法”。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积极心理学的核

心概念和实践技巧，结合讲座、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多种教学方法，能够使教育过程更加

富有吸引力，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生动、有效。通过互动和体验，学生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能够提升

他们的兴趣和参与度。 
建立正面反馈机制也是培养学生积极情感体验的有效方法，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应注意发挥表扬激励

的重要作用。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中，通过表彰优秀的个体和团队，不仅可以使优

秀的学生获得成就感、满足感，还能起到榜样作用，激励其他学生，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 

5.3. 优化教育环境，建立长期发展机制 

积极心理学认为，个体存在于各种社会组织和环境之中，个体的成长和经验获取受到积极互动环境

的影响。良好的教育环境不仅是个体产生积极情绪体验的重要资源，也是塑造积极人格的关键载体。积

极良性的校园文化具有思想导向、行为导向、激励导向和理想导向的功能，渗透到高校思政教育的各个

环节中，能够潜移默化地挖掘、激发和培养学生的积极品质，鼓励他们以积极、开放的态度面对未来的

挑战与机遇(王庆鸾，2015)。因此，优化教育环境、建立积极、良性的校园文化是将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举措之一。 
优化高校的教育环境，首要前提就是了解学生，关注学生的真实需求。当学生所处的校园环境、社

会环境以及教师和同学都能够为其提供正向的支持和关心时，他们才最有可能对内建立起积极的思维方

式，对外部世界进行积极的归因。高校应结合积极心理学理论，制定科学的教育计划，明确教育目标、

内容、方法和评估体系。建立一套完善的积极心理素养评价体系，定期评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和积极

心理素质的发展情况。通过问卷调查、面谈、心理测评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教育策略。通过课

程教学、工作坊、讲座等多种形式，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积极心理学知识，培养其积极情绪和人际交往能

力。设立专业的心理咨询中心，配备经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师，为学生提供个体化的心理辅导服务。

通过面对面咨询、小组辅导等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提升其心理韧性和应对能力。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如在线心理健康平台、移动应用程序等，为学生提供便捷的心理健康资源和服务。通过在线课

程、互动论坛、心理测评工具等，拓宽心理教育的渠道和形式，提高教育的覆盖面和效率。 

6. 结语 

结合各领域的先进知识，汲取各领域的精华，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创造

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运用积极心理学的理

念、内容、方式方法，有利于高校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式，是培育学生积极人格，引导

学生成长成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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