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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同于以往研究人的消极悲观状态的心理学，它致力于发掘和培养人的

积极品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积极心理学的一个相通之处在于重视个人的价值培养。将二者结合起来，

充分挖掘积极心理学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价值，不仅可以促进心理学这门学科的发展，也有效推

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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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discipline, positive psychology is different from the psychology which studies people’s 
negative and pessimistic state in the past, and it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and cultivating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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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qualities. One of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lies i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di-
vidual values. Combining the two and fully tapping the unique valu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psychology,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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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极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1.1. 积极心理学及其主要观点 

积极心理学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塞利格曼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创立的。与传统的关注消极和病态的

心理学不同，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性可以带来幸福和成功，它把人的乐观向上的力量、善良正义的美德

以及积极的情绪体验等作为主要研究内容，致力于挖掘和培养人的内在优势，同时激发人的优秀品质，

以帮助个体最大限度实现自我价值并获得幸福生活。马斯洛曾经提出：“单纯地研究我们的失败和毛病，

几乎不会使任何人感到鼓舞、振奋，产生希望和乐观的雄心。”(马斯洛，2007)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新兴领

域，积极心理学对传统消极心理学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和弥补，创造性地继承了人文主义的合理内核，更

加关注个体的自信、快乐、勇气、幸福等方面，鼓励个体积极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积极心理学的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主观、个体和群体三个层面，其核心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观点是强调个体的积极力量。个体自身的积极品质是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和价值。与关注问题和困境的消极心理学不同，积极心理学把侧重点放

在人本体身上，更多的关注个人的积极品质，激发人的创造活力和潜能，去平衡和对抗那些消极负面的

情绪，实现个体的自我完善。而每个人的自我完善对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个观点是主张对问题作出积极的解释。只有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和解读我们生活中存在的各种

心里现象和心理问题，个体内在所固有的积极品质和力量才能得到有效激发。因此，个体在遇到各种困

难的时候，其内在所具有的强大的力量能够支撑我们积极坦然地面对并解决问题。 
第三个观点是注重增加个体的幸福感。积极健康的心理对于促进个人幸福生活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

用。“米哈伊提出了 Flow 概念并构建了相关的理论模型，清华大学彭凯平翻译其为福流。”(陈雨桐，

2020)“福流”是一种能够增强个体满足感和幸福感的积极体验，当个体对某一事物产生极大的兴趣的时

候，个体就会专注于事物本身，而这种专注会让人们减轻对其他事物的感知，从而带来强烈的幸福体验。

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学习中，“福流”所带来的幸福感都能帮助个体不断提高效率，实现自我价值。 

1.2. 思想政治教育与积极心理学的契合关系 

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是新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就要求在积极心理学的基础

上进行实践探索，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完善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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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是“立德树人”，教育工作必须以学生为原点，加强对其积极引导，使学生在

教育中不断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和道德品质，成为对社会发展和国家未来有用的人。同时，人是处于发

展状态中的，其发展潜能是无限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紧跟时代发展，根据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不断创

新教育内容和模式，才能满足教育对象的发展需求，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

充分关注学生的现实状况、心里状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而积极心理学倡导对人的尊重，十分重视个体

积极健康的发展，充分肯定人所具备的发展潜能，同时也主张发展人的个性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贯彻积极心理学理念，通过增加积极体验，形成积极人格，最终形成积极的组织系

统。”(宋智英，2009)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不仅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念相契合，也符合学生的心理

特点和发展需求，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 

2. 积极心理学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论述，要求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思政教育的引领作用。这些双向的促进关系都要以

积极健康的心理为前提。而当前高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理想信念、爱国主义、道德规范、

全面发展四个方面的教育。每个方面的教育都和积极心理学所提倡的人的幸福快乐的发展息息相关。因

此，探讨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二者相互结合从而碰撞出

新的火花。 

2.1. 积极心理学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价值的理论依据 

首先，二者都注重人文关怀。积极心理学的受众群体是所有人，它十分关注人本身的发展状况，强

调通过人文关怀和正向引导使个体形成积极的人格特质，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生。而大学生思政教育

也是助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帮助学生提升学识的同时，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形成文明的生活习惯。 
其次，二者都强调通过积极引导实现学生健康成长。无论是积极心理学还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积极

的引导都是贯穿始终的，不止是过程中的积极，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结果的积极，也就是在引导中使学

生形成积极的认知和人格，勇于面对挫折，去追求幸福的人生。而在思政教育的实践过程中，由于每个

学生的特殊性，需要因人而异展开工作。积极心理学的加入，能够有效辅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

更好地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目标。 

2.2. 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有新的机遇，也伴随着新的挑战。青年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

们内含着强大的力量。因此，新时代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尤为重要，而将思政课和积极心理学巧妙结

合对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积极心理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大学生的幸福感，使

大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高校学生虽然还未完全步入社会，但他们仍要面对来自学业、就业、人际

交往等各方面的压力，很容易产生自我怀疑而陷入一个消极负面的状态。而积极心理学可以有效引导大

学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突发事件和日常压力，对问题做出积极的解释，从而使大学生形成更

加健康的心理状态，变压力为动力，从而形成更积极健康的人格特质。同时，在积极心理学的正确引导

下，大学生会更加肯定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在学业和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找到自身兴趣

所在点并不断努力。大学生内在潜能会在这种兴趣的激发下不断得到释放，其主观幸福感也会随之得到

不断地提升，从而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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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价值和权利、关心学生的生活，是一

项培养人、发展人并使人不断完善的综合性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这一群体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紧跟时代发展，作出积极的改变，根据新时代新要求以及学生的新特点调整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模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虽注重学生的健康发展，但对学生的积极心理引导方面是有

所缺失的，将二者有效结合正好可以有效弥补这种缺失，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例如：积极心

理学十分注重学生健康人格特质的培养、营造融洽的师生氛关系、塑造积极的学校氛围和社会环境从而

使学生有更加幸福的情绪体验，从而增强大学生的归属感，使他们更加积极乐观；此外，积极心理学尊

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面对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的学生分情况加以引导，并不断优化教育模式和内容，

这些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路径。 

3. 积极心理学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路径探析  

3.1. 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积极的理念能够指引积极的行为。积极心理学关注个体的健康发展，把个体的

幸福生活作为目标导向。因此，把积极心理学融入思政教育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树立以学生为本的

教育理念，坚持把学生视为学习和受教育的主体，充分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个体的全面发展成为

现实。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引领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青年只有心怀远大理想并不断努

力，其内在的积极品质和优秀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地激发。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深化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使学生形成科学且积极的思维方式，能够自觉树立起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投身为人

类谋幸福的伟大事业中。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要积极引导学生为自身制定合理的成长目标，个体

全面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个小目标的实现。而每一个目标的攻克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增强大学生的自信心，

使他们感受到幸福。 
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发展大学生的个性。个体都是独立且独一无二的，有其独特性，

其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自己决定的，想要实现其全面发展，就必须保证大学生有充足的自由生长空间

来实现其个性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尊重差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去挖掘学生的发展规律和

内在潜能，做到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自主探索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学生

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认识世界并热爱世界，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实现自我价值

的提升。 

3.2. 与时俱进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时代在前进，社会进步呼唤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想跟上时代步伐，就要在充实教育内容、调

整教育模式上下足功夫，才能使大学生个人成长和当代社会进步的需要得到满足。 
首先，在积极心理学看来，健康的价值观对人们的幸福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

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践行者。“基于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教育离不开环境的作用。”(中
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个体的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必须

加强大学生的价值认同，在教育中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在生活和实践中

对他们进行正向引导，使大学生把重心放在自身的感受上，以保持积极乐观的处世态度和精神状态。 
其次，优秀的文化是影响个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因素，积极心理学十分重视优秀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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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孕育了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宝贵的人生哲理，对于提升大学生的

思想高度有重大作用。因此，高校思政教育要对优秀文化中蕴含的积极思想进行充分挖掘，将优秀文化

融入教育工作中、使大学生的内在精神力量得到提升、思想境界更加开阔。在积极心理学的引导下，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组织丰富有趣的文化实践活动，不断延伸教育内容，切实增强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4. 结语 

积极心理学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科门类上是独立存在的，但是二者在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和

积极引导方面具有共同性，二者并非孤立存在的，这些共同特征赋予了二者融合的可能性。高校可以通

过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以及创新教育内容模式等方面下功夫，将积极心理学更好地融

入大学生的思政课堂。而二者的有效融合则可以使学生形成健康积极的人格，并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

质，实现自身全面发展最终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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