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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高校“三全育人”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两个大局背景下，面对新的形

势，亟需推进高校“三全育人”实践的创新发展。将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三全育人”实践，有助于满

足学生全面发展的必须性，增强高校“三全育人”针对性和时效性。二者融合的路径有：转变教育理念，

健全积极的全员育人队伍；增强教育实效，建立积极的全过程教育机制；优化教育环境，构建积极的全

方位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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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practice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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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under the two overall backgrounds, facing the new situa-
tion,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of “three complete educa-
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egrating positive psychology into the practice of “three com-
ple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helpful to meet the necessity of students’ compre-
hensive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pertinence and timeliness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nclude: Changing the education concept, im-
proving the positive education team;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 posi-
tive whole-process education mechanism; optimizing the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building a 
positive and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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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新时代以来，高校更加注重以文化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

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杜玥，2021)。“三全育人”实践的目的是培养积极向

上，勇于进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积极心理学致力于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二者在理念、功

能和目标上都存在高度重合的部分。探索二者契合的部分，能够更好对积极心理学进行发掘和利用，弥

补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之处，有利于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健全的人格，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因

此，本研究将积极心理学引入高校“三全育人”理念，探讨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现实价

值和实践路径。 

2. 相关概念概述 

2.1. 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的理念来自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该理论将心理学视角引向积极，为积极心理学奠

定了理论基础，塞里格曼于 1998 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积极心理学以主观幸福感为中心，认为每个人都

蕴藏着积极的人格特质积极心理学，是一门从积极角度研究研究心理的新兴科学，主要有三部分研究内

容：积极情感组织系统研究、积极人格特征研究和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演研究。(齐道喜，李然，2022)
积极心理学重视心理健康的积极预防，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心理状态健康的正常人，而不是已

经出现心理问题的人，不仅强调个体的心理对人格的影响还十分重视像政治、经济、教育、家庭等社会

因素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时代，积极心理学有助于为高校三全育人提供新的有效途径。 

2.2. 三全育人 

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求高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在遵循学

生成长教育基本规律的情况下，将思想教育工作融入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的各个环节，贯

穿学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刘国龙，陈龙，2021) 
高校“三全育人”实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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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为高校“三全育人”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南。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教书

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人”理念，在改革开放后提出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加强青年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修养以及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运用统筹

兼顾的工作方法促进学生的全面进步的理念，这为“三全育人”理念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进入新时代以

来，党中央明确提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 

3. 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现实价值 

3.1. 育人规律契合，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必须性 

“三全育人”理念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遵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引导学生提升自身科学

文化和思想道德素养。高校“三全育人”理念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的学生

观，认为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同时把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用发展的眼

光看学生。目前，高校部分学生存在如“躺平”“emo”等消极心理状态，这就是学生没有发挥人的主

体作用，丧失主观能动性的体现。积极心理学研究内容之一是积极的情绪体验，建构对未来的乐观主

义态度。积极心理学注重人本身的发展，发扬人的主体意识，认为人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实现自

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将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实践，有利于强

调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从被动接受教育向主动在教育中实现自身全面

发展转变。 

3.2. 育人目标相通，增强高校“三全育人”针对性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指出：培养德智体美来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田鹏颖，张琳，

2021)这就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要拥有积极的人格

和乐观向上态度，这些恰好和积极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有共通之处，二者的育人目标方向是一致的。现

在，在高校“三全育人”过程中，已经开始由最初的花费更多精力在出现的问题上向预防问题转变。积

极心理学作为一种辅助手段，适应了学生全面发展和心理变化的需要，引导学生体验积极情绪，有助于

在高校“三全育人”实践中落实关注学生、发展学生、培养学生这一目标的具体实践。 

3.3. 育人方法互补，提升高校“三全育人”实效性 

从长远来看，育人方法必须与时俱进。在育人过程中注意学生的独特性，不仅是不同的社会环境

成长起来的学生在人生态度和心理承受能力上有显著区别，同一学生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其心理状态

也有明显差异。当前高校“三全育人”实践在育人过程中依然以教师为主导，传统的教育模式让学生

不能注意到自身的主体意识，不仅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发展。

面对这种情况，高校也在转变教育方法，比如让学生自我教育，去实地参与实践等，也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但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积极心理学的重点在于“积极”二字，不仅有积极的结果，也有积

极的过程，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教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已经没有那么明

确，这说明学生的主体价值逐渐被肯定。积极心理学所主张的积极情感组织系统研究、积极人格特征

研究和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演研究可以帮助学生实现主体价值，用积极的方式，挖掘学生内心潜在的

积极力量。将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与方法应用到高校“三全育人”实践中，能够很大程度上增强高校“三

全育人”实践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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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实施路径 

4.1. 转变教育理念，健全积极的全员育人队伍 

高校中育人主体包括教职工、学校管理者以及学生自身，由于学生在育人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所以主要的育人队伍应当是高校的全体教职工。(李沐曦，2022)高校的所有教职工都应该转变传统的教育

理念，树立积极的教育理念，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学生是发展的人，每个学生都具有无限的潜力，

所以教育者应该对学生充满信心，相信学生并且鼓励学生可以变得更好。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关注学生

思想发展的需求，培育学生的积极心理，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转变教育理念不是喊口号，高校教

育工作者可以通过相关书籍，参加相关理论和实践知识培训等方式，积极主动地去学习积极心理学方面

的知识，提升自身教学水平。同时，高校教育工作者不仅是教育学生去做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其自身也

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生活中都用积极的方式去潜移默化的引导学生，形成一支助

力关注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积极人格的全员育人队伍。 

4.2. 增强教育实效，建立积极的全程育人机制 

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全程育人从时间维度对高校育人提出了要

求，高校开展育人活动应该贯穿学生受教育的整个过程。学生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必定会遇到不同的问

题，当学生出现问题时，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题，不仅看到问题消极的一

面更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让学生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看待面对的问题，从而养成积极的人格特质。高

校可以采取定期举办心理讲座、辅导员一对一谈话等方式增强与学生之间的信任，从而引导学生不断去

关注和发掘事物积极的一面，引导学生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培养。积极心理学不仅注重

培养积极学人格特质，也倡导积极的情感体验。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教育地点往往集中在学校里、在

课堂上；教育的方式往往是老师负责将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单方面的去接受知识，这种教育模式具有

很大的局限性。现如今，学生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高校在育人过程中应该把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增

强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参与感。比如，高校可以安排学生在寒暑假假期期间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不

仅能够让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具体的实际联系起来，而且有利于自我价值的实现，提升自

我幸福感。 

4.3. 优化教育环境，构建积极的全方位教育体系 

积极的教育环境是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良好的校风、班风有助于学生养成规范的行

为习惯和积极的人格。全方位育人从空间的维度对高校育人提出了要求，在互联网等技术高度发达的条

件下，学生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广阔的空间在让更便捷的获得学习资源的同时也存在很多弊端，比如

网络上纷繁复杂的消息很容易对学生的认知和价值产生误导。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在育人过程中应该整

合利用各种环境资源，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积极心理学提倡重视“隐形”教育环境的作用，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学生。首先，高校的育人模式不能仅仅停留的理论知识的学习上，高校可以组织学生

去社区或者实践基地等地方参加一些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活动的熏陶塑造更健全的人格。其次，高校应

该加强校园环境建设，良好的校园环境会令学生保持更愉悦的心情，更有利于培养积极的情感体验。最

后，高校可以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对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当学生在面对外来不良文化的入侵

时，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以江苏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为例，2023 年 7 月 12 日，由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6 名研究生组成的社会实践团队，依托

镇江市“爱心暑托班”活动，走进象山社区和镇江市青年发展中心开展一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这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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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不仅培养了暑托班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增加了团队成员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增强专业技能，

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团队成员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是自身的价值得到实现，从而获得幸福感。 
针对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实践，可以通过专业心理咨询人士的指导、开展相关心理

知识讲座、将积极心理学的知识融入到不同课程的专业设置中等做法，在日常生活中增强学生对积极情

绪的体验，从而让学生感受到积极心理学的实际效果，提高学生的积极意识。 

5. 总结 

作为“三全育人”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新时代背景下，将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实践

中，有利于帮助学生塑造积极的人格，树立正确的认知和价值观念，更好的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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