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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皮格马利翁效应”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提出的，堪称教育史上最神奇的心理现象之一。在高

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合理利用“皮格马利翁效应”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它有助于教育者们革新

教育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最大程度地开发学生的潜力，使他们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从而提高

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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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ygmalion Effect” is proposed by the famous American psychologist Rosenthal,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magical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The proper use of “Pygmalion ef-
fect”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innovate the working 
methods of educators, guide and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effectively tap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students themselves,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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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Keywords 
Pygmalion Effe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s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皮格马利翁效应的由来 

皮格马利翁效应，又称罗森塔尔效应，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以人为中心”的学说。希腊神话里的

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因其精湛的雕塑技艺而闻名于世。他做了一尊栩栩如生的少女塑像，并对她

一往情深。他向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提祈祷，并想找一位同样美丽的女子做自己的爱人。爱神被他这真

挚的情感打动了，便把它当作皮格马利翁的伴侣，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 
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在 1960 年代后期进行了一项试验，结果表明，如果老师对一部分学生抱有很

高的学习期待，那么他们的智力就会在随后的几个月内获得明显的提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得到老师

的期望越少，其智力发展可能就越差；这两类人因为受过相同的教育环境，其在智力发展上的差异，只

有从教师对其的期待上才能进行解释；罗森塔尔将这个心理现象命名为“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

利翁效应”是指人们通过给予目标对象积极的心理暗示，以激发其潜能发挥的一种效应，又称期待效应

和罗森塔尔效应(李自维，武晓红，2015)。皮格马利翁效应主要表现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施加的一种心理

暗示。教师对学生的期望通过一种或隐或显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从而使其行为逐渐向教师期望的方向发

展。 
皮格马利翁效应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科学实践基础。首先，人文主义理论为该效应提供了

理论支撑，认为人是高尚的、有价值的，追求自我实现是人类最根本的要求，而发展个体潜能又是最重

要的，外部激励对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其次，从社会学习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外部因素造

成的。通过观察、模仿他人，人们会学习到新的行为模式。所以，学生作为观察和学习的客体，老师应该

在自身的行为动机、行为表率等方面，给学生做一个好的榜样(邓晓宇，2006)。 

2. 皮革马利翁效应的启示及社会意义 

2.1. 皮革马利翁效应的启示 

2.1.1. 称赞、表扬和信任对人行为的改变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当一个人受到别人的信赖与赞扬时，他会体会到一种被肯定与社会支持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自尊

由得到他人的肯定而感到满足，因此在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变，变得更有信心。为保持社会的连续性，会

以一种更加热情的态度，积极地去达到他人的期望，努力不让他人失望。 

2.1.2. 将对学生的期望转化为积极的激励 
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很高，常常会通过他们对待学生的态度而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他们会对其生活给

予热心的帮助、对其学习进行耐心的引导、对其思想进行积极的激励和对其行为进行持续的引导。探索

新形势下高校师生情感关系对教学效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尊重、赞美、鼓励、包容、微笑”是建立新

型师生情感关系、提升教师专业教学能力的重要经验(周箐雯等，2019)。当学生觉得老师的表情、态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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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都是亲切的、鼓励的，那么就会起到正面的作用。他们和老师的关系也会变得更近，老师的课堂也

会被学生所喜爱，从而产生一种想要学好的动力，在学习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自信。达到一种最佳的学

习状态(李元，2014)。久而久之，教师对学生成绩的期望值就能达到。 

2.1.3. 外在因素是促使事物发生改变和发展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情的发展依赖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内部因素则是这两个矛盾双方

的动力，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的作用，能够极大地影响到事情的发展和变化。皮格马利翁复活了美丽

的雕塑，罗森塔尔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对学生进行改造，这一切都离不开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和对学生的持

续关注。外部因素推动着人们内在的变化，推动着人们主动寻求发展和变化的结果；其内部的变革与发

展，与外在因素是分不开的。 

2.2. 社会意义 

2.2.1. 有利于促进职场激励和进行员工管理 
管理者对员工的期望和态度，尤其是在团队管理中，能显著影响员工的工作表现。若管理者期待某

位员工表现出色，这种期望能激励员工提升工作效率与成果。因此，领导者的正面期望能够激发员工的

积极性与创造性，进而推动企业整体绩效的提高。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皮革马利翁效应具有激励功能、

和谐竞争功能和人力资源开发功能(李可等，2013)。皮革马利翁效应提醒雇主和人力资源管理者，了解和

设置高期望值能帮助员工超越自己，激发员工自身的潜力。特别是在员工发展与职业规划中，适当的期

望值能有效促进员工的职业成长。除此之外，定期提供反馈和认可也能增强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帮助他

们发现自身优势，进一步提升工作表现。在这样的氛围中，员工不仅会感到自己被看重和信任，还会因

此对公司产生更强的忠诚度和责任感，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2.2.2. 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皮革马利翁效应对打破社会偏见、促进平等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弱势群体(如少数民族、性别平等、

残障人士等)设定较高期望，能够消除社会对他们的刻板印象，鼓励其发挥潜力，创造更公平的社会环境。

当社会对这些群体的期望水平提高时，他们会在各个领域，如教育、职业发展和社会参与方面的表现通

常会得到显著提升。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自信心，也使他们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减少由

于社会偏见和歧视带来的不平等待遇。通过高期望的激励，这些群体可以克服外界的障碍，打破固有的

限制，获得平等的机会，从而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与和谐。当社会对不同的群体和个体都给予积极的期

望时，能够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这种积极的期望也有助于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增

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皮格马利翁效应”的契合 

在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既要采用“灌输”和“劝导式”方法，又要融入心理学原理，恰

当地运用一些积极的心理策略。其目的是营造一个和谐愉快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这种氛围中接受教育，

从而促进他们的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 

3.1. 皮格马利翁效应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大学校园中，教师与学生的交往是一种最主要的人际交往，它直接关系到学生个体的发展。在思

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内，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二者之间的和谐与否，将

直接影响到教学活动能否顺利进行，能否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明显的师生主客关系，即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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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主导作用，传授知识与价值观，而学生往往是比较被动地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模式往往导致学

习者产生抵触和对抗情绪，进而影响其参与和认同度。同时，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差异，如年龄、

个性特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也使得师生关系难以达到和谐。特别是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双

方的互动可能产生误解、冲突，甚至对立。这种不和谐、不平等的主客体关系不仅削弱了教育的效果，

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面临挑战。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沟通显得尤

为重要，唯有打破传统的主从模式，建立更为平等、互动的教育关系，才能有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

深入开展。 
笔者认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和谐的和友爱的。皮格马利翁

效应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尊重、了解学生，关注并满足他们的合

理需要，这样才能拉近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获得学生的信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认识冲突与抗拒会逐渐降低，使他们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促进他们主动学习。

同时，在教学活动中，老师要对学生提出适当的期待与激励，并适时地与学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以信任与

关怀为基础的师生关系，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氛围。 

3.2. 积极运用皮格马利翁效应，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为中心的，它不仅需要知识的传授，更需要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感情沟通。

教师的情感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成效，促使被教育者的认同与内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

有对被教育者的关爱、期望、尊重、鼓励和感恩等情感。这一情感投资既可以提高被教育者的心理认同，

又可以促进受教育者的学习动力和积极参与，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教师对学生的

关怀、尊敬，能使学生感到温馨和支持，使其不断地成长；而期望与鼓励可以激发大学生超越自己、建

立自信，从而主动地投身于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同时，被教育者对教育者的感激之情能够促使双方建立

更加平等、和谐的关系，使教育活动不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互动的沟通与共鸣。这种情感上的共

振，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必要条件，是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和践行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价值的关键

所在。 
人们通常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尊敬、关心和赞赏。当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得信任和赞美的时候，

就会获得一种正能量，从而在心理上得到满足，认为自己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变得更加自信

(谭军，2017)。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行教育工作时，可以利用“皮格马利翁效应”，积极理解和把握学生

的学习、生活、思想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做到有的放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一个宽松、舒适的教育

环境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高教育的感染力，激发学生的积极参与，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效性。这种情感上的关怀与激励，不仅能增强学生的自我认同感，也有助于促进他们更加主动地融入到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当中。 

3.3. 积极利用皮格马利翁效应，充分发挥被教育者的潜能，促进受教育者自身的进步与发展 

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精力和未被发掘的潜力。只有对自己充满信心，心态稳定，勇于尝试，创新，

发现，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就会找到自己的另外一个自己，从而不断地提高自己，不断超越

自己。 
从罗森塔尔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皮格马利翁效应是由“期望”和“动机”两个部分组成的，皮格

马利翁效应是一个“动因”。当学生得到来自教师的期望、正面信息、肯定或评价时，可以使他们产生一

种正向的自我动机，对自己的认知、社会角色和承担的责任进行反思，以此来指导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与优点，以此来促进自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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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学生都有很大的潜能，如果教师给予他们正面的期待与信赖，再加上适当的表扬与激励，他

们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动机，使自己的潜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断努力。

教师对学生寄予更高的期待，给予更多的鼓励，才能使学生有更多的成长与发展，并最终达到自我超越

(杜丽佳，2016)。 

4. “皮格马利翁效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4.1. 有助于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促进师生关系的和谐与融洽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最普遍的，也是最基本的一种，它对大学生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师生关系。皮格马利翁效应

是建立在有爱的情感之上的，通过对传统的教育方法进行改革，对学生在智力、外貌、成绩、家庭等方

面的个性差异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真正做到设身处地，高标准，严要求，更关键的是要让学生对自己

有足够的自信，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既能让学生体会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他们的关怀、

信任和支持，又能激励他们不断向前。同时，学生的积极转变也使教育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从而提

高了其自信心，激发了其工作的动力。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

和谐，不存在“师道尊严”这一鸿沟，那么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习等各个层面的指导，就会自然而然

地顺畅起来，而在教育工作的管理上也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2. 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学生求知上进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学生进行正

面的引导， 把学生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才(彭军，2007)。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主动地对学生

进行指导，使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道德观和责任感，为其今后的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基于这一重要责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提供学术上的支持，还应给予学生更多的关心、信

任与爱。这种关爱不仅仅是表面的鼓励，更是深层次的理解与支持，能够激发学生的潜能，增强他们的

自信心。在这种温暖和支持的环境中，学生会感到被尊重和重视，从而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积极的情

感状态对大学生的斗志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可以让大学生以一种乐观、顽强的心态迎接挑战与困境。在

愉快的情绪下，同学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工作中去，提高注意力、提高效率，从而排除各种困

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在这种氛围下，学生既能顺利地完成学业与工作，又能在积极的动力下逐步提升自身的学业成就与

整体素质。只有不断地探索与突破，才能使学生们获得自身与学业上的双重提高。同时，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所付出的一切，都会在他们的成长中有所收获。 

4.3. 有利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原理，

它的含义和运用还有待于我们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和深入了解。由于学生的家庭背景、性格特点和

认知水平存在差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引导时需要根据个体差异提出合适的期望，这些期望不能是固定

不变的，而应当具有动态性，并随学生的发展和进步不断调整和更新。 
因此，在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既要根据学生的不同需要，又要在教育方式、工作方法

和管理技能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为了保证教育的有效性，使学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教育者

要顺应时代的潮流，采取更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教育战略。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既要有扎实的

专业知识，又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教学环境中，进行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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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5. “皮格马利翁效应”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5.1. 要对学生拥有持之以恒的“爱” 

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产生，必须以老师对学生的“期望”之情为前提。这份“期望”，不仅是关心、支

持，也是一种深深的信赖与期待，它能激发每一位学生的潜能，并为之奋斗。但是，这种期望的情感在

对学生进行指导与激励的过程中，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在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要认识到，学生的发展是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不能仅靠短期的期望或一次刺激就能达到持久的

效果。 
当前的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成长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家庭环境中，因此个性较为鲜明，心理

和情感上的波动也相对较大(唐岚，2014)。此外，许多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完全成型，仍

处于一个不断摸索和调整的阶段。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外界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遭遇压力、困惑或挫折

时，往往容易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变数，他们可能会对自己产生怀疑，甚至

对外界的期望感到焦虑或抵触，这样的心理状态让单一的期望和激励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事实上，虽然罗森塔尔试验在学生中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但是该试验的时间很短，只有 8 个月，

其效应也比较易于保持。在这样一个短期的时间里，老师的期待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和进步。但是，

在大学里，他们的学业要比 8 个月长得多，往往要 3~4 年，或者更久。这一过程所需的时间远远超过了

试验的短期效果，而且学生的成长与转型也不能在短时间内维持一个稳定的上升趋势。因此，教师无法

像“罗森塔尔效应”那样，通过一次性明确的期望就让学生保持恒久的自信心和持续的进步。 
因此，在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作用下，教师除了要有爱心，还要有毅力、有耐心，才能感染、改造学

生。即使在某个时期，学生没有达到老师的预期，老师也应该不断地给他们鼓励和信赖，绝不放弃每一

位学生。这样的关心和支持，不仅能指导学生的行为，还能深入到他们的心灵深处，让他们增强自信，

勇于迎接挑战，战胜困境，成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 
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教育方法和策略，时刻关注学生的

成长动态。通过不断的激励与引导，教师可以帮助学生逐渐认清自己的优点和潜力，逐步克服自我怀疑，

最终实现自我突破，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 

5.2. 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并包容学生的缺点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一届的学生大多是 00 后，他们生长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市场

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不同的思想碰撞和不同的价值观碰撞，也对学生的三观的

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宏，2012)。因此，教师不仅要承认学生存在不成熟的表现，但也要承认其可塑

性。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发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适时地给予表扬，让他们更加科学地认识自己，不

断提高自我，最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5.3. 对学生要有适当的期望，既不能太高又不能太低 

“跳一跳，摘果子”，这是一种很受教育界欢迎的教育思想，意思是给学生设定一个合适的目标。

这个合适的目标一是指目标不要太高，太高不容易达到会挫伤学生的自信心，也不能太低，太低会太容

易达到，使学生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刘静，2011)。所以，高校思想政治老师在进行教学时，要使学生的

期望值与他们的实际状况和心理需要相适应，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过高，学生达不到要求，久而久

之，他们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学习的动力，降低他们的学习效率，也会影响他们的自尊心。过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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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不会用功，也没有动力去学习。所以，思想政治教师要充分利用激励功能，以适当的方式，提升自

己对学生所能实现的成就的期望，在实践中循序渐进地提升，持续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使其潜力得到最

大程度地挖掘。 

5.4. 对学生的期望要善于运用合力 

所谓运用合力，就是要“将学校领导、老师、同学和父母等所有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协同一致，共

同对学生进行教育(李世仿，杨继宏，2010)”。思想教育者和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注重与家长保持密切的交

流和联系，要重视家校合力的缺失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保障家校之间沟通和信息交流的通畅。但现实

的情况是，家校合力与学生之间的协作常常被忽略。当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合力，大家共同关注学生

的个性化需求与潜力激发时，学生的自信心与学习动力得以大幅提升，进而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与成功。

这种多方合作不仅能帮助学生在学术上取得进步，也能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创造力与独立思考能力。 

6. 结论 

皮革马利翁效应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

师通过设定更高的期望并传递积极的信念，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内在潜力，提升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与

社会责任感。通过高期望的引导，学生不仅能够克服自我怀疑与社会偏见，还能够在积极的学习氛围中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在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多重合力下开展，发

挥皮革马利翁效应的优势。教师、家长、社会组织等各方的支持与期待，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教育

资源与发展机会，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与思想觉悟的提升。 
在实践中，教育者应注重个性化教育，通过理解学生的需求与特点，设计具体可行的激励措施，将

皮革马利翁效应有机融入思想政治课程与活动中，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最终，皮革马利翁效

应能够帮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更高效的育人目标，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

新时代青年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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