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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学生在校期间应当专注于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同时注重个人修养的提升及综

合能力的全面增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展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

此，如何将二者有效融合已成为大学生管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

教育的融合，不仅有助于弥补单一化教育模式在这两个领域中的局限与不足，还能进一步优化教育教学

模式，实现两者的互补与协同发展。鉴于以上考虑，本文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融合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分析，以推动教育工作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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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focus on learn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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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kills during their time in school, while also emphasizing the improvement of personal culti-
v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enhancement of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Currently, there are cer-
tain differen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two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solved in college student management work. Deepening the inte-
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not only helps to make 
up for the limitation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single education model in these two fields, but also 
further optimizes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l, achieving complementar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Given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 this article will conduct in-depth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pre-
hensive progress of education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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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它致力于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

领，塑造学生具备崇高的思想道德风范。在大学阶段，学生初次脱离父母监护独立生活，若缺乏坚定的

思想意志，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难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在毕业后难

以自觉担当时代赋予的重任。 
鉴于当前高校学生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与困境，其对心理健康所造成的影响极为显著，不容忽视。因

此，在深入推进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心理健康教育亦显得至关重要，具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在高校实际教育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两者均以高校学

生的日常生活状态为基石，共同致力于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在思想层面与心理层面，两者

相辅相成，教育目标高度一致，能够共同推动高校有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并进一步完善思想与

心理课程体系的建设。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学生的思想动态与心理动态，不断出台相关文件明确高校工作任务。教育部

亦在科学规范地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积极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育人

机制，为进一步加强工作落实提供了新的思路，使教育工作更具针对性和持续性(秦承露，2021)。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内在联系及理论基础 

2.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互通性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之间具有显著的相通性，两者在多个层面展现出了明显的相似性，均

致力于个体素质的全方位提升。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精心设计的教育

活动，切实增强他们的心理素质，从而推动其情感、认知及行为等多个层面的健康发展。相比之下，思

想政治教育则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社会担当精神，通过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进而提升其政治觉悟与素养。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750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建强，张万龙 
 

 

DOI: 10.12677/ap.2024.147501 453 心理学进展 
 

在目标设定上，心理健康教育旨在增强学生的心理素质(梅宪兵，2011)，促进其人格的健全发展；而

思想政治教育则需将个体的成长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引导学生深入反思自身行为，以便更好地适应社

会发展。此外，心理健康教育在帮助学生了解社会问题、缓解精神压力等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两者在教育实践中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以期取得更为显著的教

育效果。 

2.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互补性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化他们对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

的认识，进而推动个体的全面成长。这一教育过程不仅涵盖了社会科学知识，同时也融入了心理健康教

育的重要元素。而心理健康教育则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特别是在面对消极情绪时能够采取

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挫折。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强调科学的神经

心理机制外，还需借助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如精神寄托和社会认同等因素的积极作用。 
综合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

体系。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在知识、情感、价值观等多方面的成长与发展(秦思

璇，2023)。 

2.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互构性 

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

全面而深入的教育框架。 
两者的目标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具体而言，思政教育的核心目标是致力于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感、集体主义意识、社会主义理念和道德观念，旨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

而为其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则在于协助学生树立积极、向上

的人生态度，增强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与适应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压力，

实现身心的和谐发展。通过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我们可以全面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无论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目标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其核心都在于提高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

能力，培养其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通过优化心理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素

质的协调发展，实现大学生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郝南明，2005)。因此，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应充分重视

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在联系，将其有机结合，以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2.4.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理论基础 

心理健康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其理论基础坚实且深刻。首先，它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心理学普遍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涵盖了智力、情感、意志和道德等多个维度。因此，将心理健康教育有

机地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不仅有助于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更能促进大学生个体的全方

位发展。 
其次，这一融合亦基于自我实现理论。自我实现理论由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他强调人的需求

具有层次性，即在满足基本生理需求后，人们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这一理论体现了心理学对于

人本身发展的关注，以及对人本身价值实现的重视。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强调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因此，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对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深化贯彻，还能通过满足学生

的自我实现需求，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和潜能，助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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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与心理健康问题基本现状 

高校思政工作的核心前提在于深入剖析并精准把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与心理成长态势。当前，

大学生群体正处在一个价值观多元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多数为独生子女，深受互联网普及与市场经

济迅猛发展的双重影响。这一代大学生接触到的知识范畴极为宽泛，其思维观念亦呈现出快速更迭与持

续进化的态势。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与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差异化，以及学生各自不同的

原生家庭背景、义务教育经历、人际关系网络等，都为大学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心理挑战与矛盾。特别

是在社会多元价值观与文化意识形态的碰撞下，部分心理素质较为薄弱、心态不够坚定的学生可能会感

到迷茫，进而导致其人生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偏移，从而在伦理道德、心理健康、思想意识等方面展现出

负面倾向。 
首先，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发展无疑为大学生提供了海量的学习与生活资源，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

视的负面影响。在信息全球化的浪潮下，多元价值观的碰撞不断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部分学生容

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干扰与不良风气的侵蚀，从而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陷入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误区。 
其次，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犯罪案例，更是引发了

社会的深切关注。这些现象背后往往暴露出深层次的思想困惑与心理问题，凸显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的不足与缺失。 
再者，市场经济的影响使得部分学生过分关注个人利益，表现出强烈的功利化心态。这种心态不仅

阻碍了他们的学习与实践，也削弱了人际交往中的真诚与集体观念。 
最后，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往往过于强调理论教育，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这导致许多大

学生在步入社会后，难以将所学知识有效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缺乏实际操作能力与良好的职业素养(雷雨，

2022)。 

4.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困境 

4.1. 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缺少心理健康教育经历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专任教师及辅导员队伍中，具备心理学教育背景的教师数量相对较少，其中有

一部分为兼职心理教师，而专职心理教师的匮乏情况较为突出。教师队伍整体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导

致高校教育实践经验相对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内在联系的

认识不足，两者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难以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对

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和协助作用，难以及时发现并解决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 
部分教师可能将学生的不稳定症状简单归结为意识层面的偏差，从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停

留在意识层面的纠正，限制了心理疏导作用的充分发挥。这导致了整体育人工作缺乏创新立足点，且难

以深入进行(孙雪松，杨妮妮，2023)。 
虽然高校普遍设有心理中心，通常隶属于学工处管理，但心理中心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融合程度

尚显不足。目前仅在开学初期、放假期间以及特定日期等时间节点实施一些具体措施，尚未能全面形成

三全育人的格局。 

4.2.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需要补充心理健康教育 

在高等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均享有较高的普及程度。众多教育工作者致力于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明辨个人与集体利益的界限，并设立道德学习的典范。他们鼓励学生通过自

主学习的方式，深入认识社会关系，为日后更好地服务社会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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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高校在建立适宜的心理状态评判标准方面仍显不足，且缺乏定期以恰当

方式掌握学生心理状态的机制。尽管一些新的教学计划已尝试改变这一现象，但突破传统理论教学的桎

梏仍显困难，难以在学生群体中引起广泛关注，进而影响了思想政治课堂的高质量开展。 
此外，在第二课堂中，涵盖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活动相对较少。指导老师更多地聚焦于时政主题，

而心理健康相关预防教育活动的缺失，使得打破原有教育格局、实现思想教育与心理教育融合的目标变

得更为困难。因此，高校需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在整体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3. 心理问题频发，思政课效果不显著 

自大一新生入学伊始，高校便积极采取心理咨询、心理筛查等多样化摸排手段，旨在全面把握学生

的心理状态。然而，随着近年来家庭因素、情感因素等多重影响的叠加，学生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逐渐

凸显。此外，随着学生年级的递增，部分学生对常规的摸排工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缺乏主动

分享自身情绪的积极性，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往往不愿主动透露。 
在面对老师和朋友时，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向朋友倾诉自己的问题或烦恼，将心理问题视为一种不愿

轻易透露的隐疾，因此对教师倾诉的意愿相对较低。针对此类情况较为严重的学生，单纯的教师谈话说

教往往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影响其情绪状态，更可能对其价值观取向产生深远

影响。 

5.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路径 

5.1. 革新教育内容 

健康的状态涵盖生理与心理双重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诸多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共通

性。为切实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并进一步提升高校的教学质量，我们有必要对教学内容及目标进

行革新，积极营造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发展的良好氛围。同时，还应充分整合各类

社会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合理穿插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以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确保两种育人

方式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此举不仅有助于丰富学生的思想内涵，精准把握其内在需求，更能深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效果。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不断拓展与深化，高校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加剧。针对这一新形势，

我们认为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进行融合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蔡佳，刘权，2022)，有助于提

升教育教学的整体效果，促进学生全面而健康的发展。 

5.2. 模式结合主体相互融合 

教育模式应根据各高校的具体状况而制定，教师们从心理健康教育角度出发，积极发掘教学活动中

资源的不足，并适当进行调配与补充，以达成教学实质的均衡。同时，他们应为学生提供关于思想政治

教育和心理活动的专业指导，充分认识到各类教育活动间的差异性，站在学生的立场考虑问题，并根据

学生的表现及时调整课堂教学重点，确保学生的注意力得以有效吸引。 
在具体实施方式上，可以结合两种教育形式在形式上的共通之处，根据学生年级的不同，深入理解

学生的内在需求，构建基于个别案例的举证体系，制定出符合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的教育方法。特别是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深入探索学生的人格和心理特征，有序推进教育工作的实施。 
学生是高校教育工作的核心，所有工作都应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关注的有

机结合来拓宽教育路径。在此过程中，应结合学生的特性和心理真实状态，提供具有导向性的意见和建

议。思政教师或辅导员可通过组织集体心理活动的方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灵活性，促进学生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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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互动和正能量的传递。 

5.3. 不断加强队伍建设 

为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必须构建一支具备高度专业性、扎实理论功底及

卓越素质的教师团队。当前，高校教师队伍在思政领域普遍缺乏心理学背景，导致在处理学生心理问题

时反应迟缓，难以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判断。 
因此，在教师招聘环节中，务必精准识别候选人的长处与短板，尤其应重点评估其思想道德境界、

心理素质状况、价值观念以及世界观的正确性，从而从根本上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养。对于已在岗的

思政教师和辅导员，必须加大思政研讨班及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积极推动典型案例的分享与研讨，紧

密结合学生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备课准备，并针对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咨询工作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此举旨在引导教师深入理解和把握融合理论的内涵与价值，正视其存在的不

足，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在科研层面，亦需明确研究导向，以

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关注心理健康领域，深入剖析融合育人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从而全面提升教师队

伍的整体素质，切实实现融合育人的目标。 
为实现两者在方法上的共通，高校应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建设这一教学基础，借助文化建设平台，营

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同时，将融合育人的领域拓展至互联网，利用微博、微信、客户端和抖音等新媒体

平台，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展现融合育人的时效性，使学生在网络活动中也能受到潜移默化的融合育人

影响(李建融，2023)。 

6. 结语 

高校务必深入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之间的互补性与相互促进性，这两者在教育实践

中相辅相成，形成紧密的内在联系。为此，高校应当积极寻找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之间的共通

点与契合点，并在实际操作中推动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与深度融合。 
高校应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有效策略，从教育内容创新、教育主体融合以

及教育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两者的融合水平。这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

发展，培养他们成为既有道德情操又具备专业素养的优秀人才，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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