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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结构要素，高校思政心理工作在培养“三有”时代新人、锻造合格先进

知识分子的实践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的对象、地位和方法已悄然发

生深刻嬗变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繁杂的挑战，这是一个无需论争的共识。籍此，在审视高校思政心理

工作出现的新变化和精准把控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的新特点的基础上，校准高校思政心理工作良性循环的

着力点，就彰显出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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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tructural element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the ideological,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practice pro-
cess of cultivating new people in the “three things” era and forging qualified advanced intellec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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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objects, status and methods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they also face many complicated 
challenges, which is a consensus without debate. In this way, on the basis of examining the new 
chang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ccurately 
controlling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focus of the virtuous cyc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ical work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highlights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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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高等院校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执牛耳者，担负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培养

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核心力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等学校

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思政心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关乎所培养高等人才的精神面貌、道德素质

和政治素养。校准新时代是指一个社会迎来大规模的变革和调整的时期，伴随着大学生的价值观等方面

的重要变化。社会重要性在于这一时期的调整对于个体、组织和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需要适应新

的挑战和机遇。通过卓有成效的心理教育辅导，促使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不断得到提升，同时学生对

学业生活等方面的积极投入也得到增强，形成一种多项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同时，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育

人优势，实现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度融合。高校思政工作的良性循环主要指的是思政教育工作

能够分阶段地、连续地向前发展，每个发展阶段都符合教育目的，形成合目的性的循环。这种循环状态

是高校思政工作的最佳状态，它有助于实现思政教育的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校准高校思政心理

工作良性循环的着力点，就彰显出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籍此，首先厘清高校思政心理工

作的新特点，就成为本文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其次在实践层面，应当将问题导向的研究思

维一以贯之。在新时代背景之下，针对高校思政心理工作出现的新变化，展露出的新特点，“对症下药”，

明晰问题所在，提出解决对策，促进高校思政心理工作良性循环的着力点。进而为全面提升新时代高校

思政心理工作的成效添砖加瓦。 

2. 新时代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的新变化 

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

险挑战并存，这意味着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各项工作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革，性质已然发生深刻的

变化，愈发映射出当下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大学阶段是大学生学习理论、开展实践的重要时期，也是学

生坚定理想、完善三观、健全心理的重要节点。扎实开展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发挥育人功能

的两个重要抓手，两者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能提升思政心理教育的效果，又能全面地实现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思政心理工作作为高校教育的重中之重，其发展变化必然与新时代变化紧密相连。其中，

反映在高校思政心理工作上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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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思政心理工作对象的变化 

一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内化过程是教育对象在教育主体的帮助下，接受社会要求的政治观点、

道德规范并转化为个体思想意识的过程。”(张耀灿，邱伟光，1999)。传统高校思政心理工作聚焦于大学

生，通过课堂与实践活动塑造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新时代下，该体系面临挑战，需从单

一学生体系转向师生双主体模式。近年来，高校教师负面事件频发，暴露出师德师风建设的不足，影响

高校形象与公信力。这源于对学术科研的过度偏重，而忽视了教师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教师道德滑坡，

言行失范，亟待纠正。“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高校应并重学生思政心理教育与师德师风建设，视为同

等重要的基石。管理者需紧迫行动，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强化学生思政心理健康教育，巩固立德树

人成果；另一方面，加大对教师队伍的道德教育与监管，确保教师言行符合职业操守，重塑社会信任。

此变化不仅是思政心理工作的新趋势，更是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新期待。高校应以此为契机，创

新工作模式，实现师生思政心理教育的同步发展，培养既有深厚学识又具高尚品德的新时代青年与教师，

共筑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石。 

2.2. 思政心理工作地位和工作方法的变化 

在十八大之前，高校思政心理工作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面临制度僵化、手段落后及队伍薄弱等内

外挑战，导致工作地位缺失，成果有限。这种背景下，科研教学被视为核心，思政心理工作则被轻视，甚

至被误解为空洞的说教，青年教师亦多关注科研教学而忽视思政心理工作的重要性。然而，思政心理工

作实为科研教学的灵魂与方向保障，缺失其引导，高等教育易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背离服务国家现

代化建设的初衷。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与亲自部署，高校思

政心理工作迎来了历史性转折。高校思政心理教育工作也在总书记的亲自关怀下焕然一新。他曾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相关会议上多次强调：“党和国家高度学校

思想政治心理工作，今后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而且必须提高水平”(习近平，2019)。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既为新时代高校思政心理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高校思政心理工作者提升信心注入了强心剂。为思

政心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极大地提振了工作者的信心与士气。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

作用，在于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目标，完成思想政治工作任务。”(郁时全，2001)。思政心理工作是思政教

育的应有之义，思政心理工作已跃升为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管理者深刻认识到其对于人才培养、方向

引领及大学治理体系的基石作用。这不仅是响应时代发展的外部需求，也是解决高等教育内部矛盾、确

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主动作为，更是新时代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内在要求。面对新时代的新挑战，思

政心理工作方法也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已难以满足当前需求，它忽视了受教育者

的主体性，限制了教育效果的深化(金久仁，2019)。现代教育理念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因此，思政心理工作正逐步从单向传输向双向互动转变，构建教学相长的新模式。在这一模

式下，思政心理工作者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思想的引领者、情感的共鸣者，他们通过启发式、

讨论式、案例式等多元化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促进思想碰撞与情感交流。同时，借助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如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等，拓宽了思政心理工作的渠道与空间，使教育内容更加生动鲜

活，贴近学生实际，增强了教育的时代感与吸引力。 

3. 新时代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的新特点 

可以明确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之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会留下时代的印记和

特征，这是时代所按下的烙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与时代特

征紧密相连的工作，也在外部与内部环境剧烈变革的催化下衍生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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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这些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3.1. 工作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 

进入新时代，国内和国际环境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高校思政心理工作也随之面临更加复杂和严峻

的挑战。在国际上，西方主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网络空间的技术优势和媒体舆论中的话语优势，对

我国不断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出。导致当前一些代表着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不良思潮在社会上沉渣泛起，严

重影响了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而在国内，迅疾铺展、方便快捷的网

络已使得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对网络中的信息产生极强的依赖性。网络成为他们交流获取外界信

息的主要渠道。但值得警惕的是，当下一些非法传播虚假消息，散播历史虚无主义，别有用心的“意见

领袖”、“社会公知”大量充斥着网络空间。这些人往往会利用其在网络空间中的影响力，在社交网络中

大行其道，颠倒黑白，扰乱公众视听，给网络舆情的良性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而大学生作

为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而明辨是非能力较弱的群体，显然成为了这些不良思潮影响下的重点受害者。

一系列新的矛盾的生成衍变，使得青年群体的思想阵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也大大加剧了高校思

政心理工作的挑战。毛主席在谈到青年问题时曾洞若观火地指出：“青年这一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

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严峻挑战，高校思政心理工作者必须要增强危机意识和

阵地意识。在充分认清斗争态势的基础上，切实加强思政心理工作，筑牢思想意识堡垒，努力守好高等

院校这一意识形态的重要前沿阵地。 

3.2. 工作具备的模式更加多样 

随着网络技术与多媒体、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高校思政心理工作模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

“当前，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催生了包括教学手段，教学主体，教学场域等在内的

教学各要素呈现方式的变化。”(张华，2021)。互联网学习平台的兴起，如“学习强国”，让思政心理工

作跨越了时空界限，实现了线上与线下、课堂与智能终端的无缝对接，极大丰富了教育场域。同时，网

络多媒体技术为教学手段注入了新活力，通过融合全媒体、AR 等先进技术，思政心理课堂变得生动有

趣，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促进了教育实效性的提升。 

3.3. 工作培养的目标更加全面 

新时代下，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的培养目标更加全面而深远。其核心在于培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三有”时代新人。这一目标不仅响应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时代需求，也深刻反思了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纠正了“重智育轻德育”的偏向。针

对高校教育工作的弊端，党中央狠抓落实高校思政心理工作，并在相关文件中多次着重指出：“学校教

育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要位置”(骆郁廷，史

姗姗，2019)。旨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高校思

政心理工作需紧密围绕这一目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学习生活，确保每位师生都能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频共振，共同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4. 校准新时代高校思政心理工作良性循环的着力点 

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的良性循环具体体现在一是教育过程的连续性：思政工作能够按照既定的计划和

目标，持续不断地进行，不出现中断或脱节现象。教育内容的系统性：思政工作涵盖的内容广泛且相互

关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二是教育方法的多样性：采用多种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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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手段，如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网络教育等，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提高教育效果。三是教育反

馈的及时性：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根据学生的反馈调整教育策略，确保教育目标

的实现。教育者有能力控制教育工作过程，使思想政治心理教育工作分阶段地、连续地向前发展，每个

发展阶段都符合教育目的。只有进入良性循环状态，思政心理工作才是卓有成效的(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

司，1978~2008)。赫尔巴特认为教学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具有德育功能，这为思政工作的良性循环提供了

理论支持。赫尔巴特的思想范围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了“教育性教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

指出了其心理学过程是起于兴趣，依靠行为，最终实现意志品质的形成。这为思政心理工作如何激发学

生的兴趣、塑造其意志品质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把准新时代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促进

高校思政心理工作实现良性循环，是“对症下药”，是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由“粗放型”向“精准型”进行

顺利转化的先决条件。为此，高校思政心理工作需要紧密关注这一时代的特点，尝试提出实现新时代高

校思政心理工作良性循环的着力点，以期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政心理工作发展实现质的飞跃。 

4.1. 听党指挥，巩固强化党对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的领导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是发展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的根本。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核心优势，高校作为社会主义人才培养基地，必须强化党的领导。推动高校心理工作良性发展，

是巩固党的领导、培养新时代青年的关键。首要在于听党指挥，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

近平同志强调；“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

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习近平，2016)。高校应构建以党委为核心的思政心理工作体系，党委要发

挥领导作用，强化顶层设计，确保方向正确、大局稳定。学院党委要细化方针政策，落实责任清单，与校

党委步调一致。党支部需优化机制，发挥教育管理作用，提升思政工作效能。只有牢牢掌握思政心理工

作的领导权，才能确保高等教育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立德树人目标，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4.2. 与时俱进，丰富创新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的方法 

“创新思政心理工作既是培养新时代人才的需要，也是增强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能力的内在要求”

(陈宝生，2020)。在高校思政心理工作中，秉持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不断丰富创新高校思政心理工作手

段当是推动这一重要工作永葆活力、开拓进步的切实之举。与时俱进就是要求我们在新时代推进高校思

政心理工作不断前进的过程中，既要做到理论创新，也要做到实践创新。所谓理论创新，就是要在思政

心理工作中不断优化话语表达方式和理论宣传方式(叶一舵，2008)。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的主要对象是青年

大学生群体，在理论宣传上也应充分考虑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在思政心理工作中，设若用过于学理化

的话语表达，显然难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因此，在理论宣传中，采用更加活泼生动，通俗易懂，契合

大学生阅读喜好的宣传方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而实践创新，就是要创新工作方式和手段，采用更能

被思政心理工作对象接受和认同的方式，真正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从主体看，教师、管理人

员等人人都是育人主体。从时间看，思政心理工作贯穿学生学习工作生活成长全过程。从空间看，思政

心理工作贯穿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网上网下等各领域各环节(蒋明军，2020)。高校思想工作既要对内聚

力，也要对外借力，改变传统以理论课教学为主导的工作手段，实现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多层面、多载

体共同推进，形成以教育为基础，以制度为保证，以协同为关键，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思政心理工作

体系，在“润物细无声中”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高仁，2021)。 

4.3. 以人为本，彰显弘扬高校思政心理工作的人文关怀 

高校思政心理工作需紧扣“以人为本”核心，强化人文关怀，这是新时代下不可或缺的柔性策略。

理工科高校尤应重视，因人文关怀缺失已制约思政工作发展。人文关怀如木桶短板，决定整体成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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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思政心理工作者一方面要不断提升认识、把握、运用规律的能力本领，努力提升自身人文素养，丰富

思政专业知识，并将做好对教育对象的人文关怀的置于思政心理工作的首要位置，在给予充分人文关怀

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教育引导，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广泛覆盖

与分类指导相结合，使新时代高校思政工作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怀进鹏，2021)。同时，尊重大学生个性，

关注情感需求，快速响应，创新方法，强化心理健康教育。管理者应将人文关怀融入思政教育，营造积

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促进精神与人格成长。唯有如此，思政心理工作方能温情满满，深入人心，推动其

持续健康发展，为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5. 结语 

“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的根本问题。事关党对高校的

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人民日报，2017)。在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需深度融合心理学元素，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其新变化与特点。坚持

党对思政心理工作的统一领导，是核心原则。融入改革创新精神与以人为本的品德教育理念，确保工作

紧贴学生心理需求，促进全面发展。此举旨在精准对接人才培养、民族复兴及“四个全面”战略需求，提

升思政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心理学赋能，使思政工作更加细腻入微，有效助力学生心理健康成

长，推动高校思政工作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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