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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入探究并努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高校长久以来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和

顺利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所亟需探讨的重要课题及需要完成的关键性工作。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在宏观上显示出强大的教育力量，但是往往忽视大学生的个性特征，缺乏对大学生个体心理状态

的关注，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很难让大学生发自内心的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认同感，使

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为积极的品质和力量，与思想政治

教育在目的、方法、功能上有很好的切合点，因此，可以借鉴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建构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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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ly exploring and striving to improve the affi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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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universiti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inte-
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uccessfully achiev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It is also a crucial task that needs to be explored and completed. 
At pres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has shown strong educa-
tional strength at the macro level, but often neglects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
dents, lacks attention to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stat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ffects the im-
provement of the affi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difficult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have a genuine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making it dif-
ficult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in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s the positive quality and power, which has a good 
connection with the purpose, method, and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
for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can be borrowed to construct a path to enhance 
the affi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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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高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亲和力缺失等问题，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

以取得预期效果。由于积极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有诸多契合之处，因此可以借鉴积极心理学理论，转

变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切实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亲和力。 

2.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内涵及其社会重要性 

2.1. 亲和力 

“亲和力”原是一个化学术语，指的是物质之间结合时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力，后来被引入社会科学

之中。社会科学中的“亲和力”概念，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梅拉比安首次提出。在《无声的信息》一书

中梅拉比安提出了“亲和力准则”，即“亲和力通过各种表示亲近或者躲避的方式表现出来。人们被他

们喜欢的、评价高的人和物所吸引；他们避开那些他们不喜欢的、评价低的人和物”(Mehrabian, 1981)
简单来说，亲和力是产生于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的认同感、满足感、亲近感，作为一种感知觉的存在，亲

和力“是一种情绪情感的力量，它产生的基础是人的需要和期待的满足”(黄宗芬，刘社欣，2018)。 

2.2.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基于“亲和力”这一概念，立足于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较弱、

实效性有限以及个体接受程度有限的困境，广泛吸收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内容而所创造出来的新概念。关

于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内涵，现今学界分别运用过程性思维、系统性思维、交互性思维来阐释。以过

程性思维来深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主要是将其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教育对象面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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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的一种独特说服力、吸引力以及感召力。(张正光，2017)以系统性思维进行理解，则“思想政治教

育亲和力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等多种要素在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充分发挥亲和属性，并通过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进行优化、整合，使各个亲和

要素协调运转、紧密衔接、呈现出良好的运转状态，产生协同效应，形成各要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白
显良，2017)若以交互性思维对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进行深入分析，则不能仅仅将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看

作思想政治教育在其展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魅力，更应该关注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过程中自身的吸引力，因此，在把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看作是一种文化力时，所表现的是思想政治教

育者所传授的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自身内在性的思想观念之间的一种相互吸引、相互靠近的状态(王新

刚，2019)。 

综上，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展开过程中，在遵循思

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教育对象与思想政治理论内容之间的亲近关系，

这种亲近关系的建立与否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能否满足教育对象的期待与需要，它不仅直接地体现

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双向情感互动交流之中，而且间接地体现在教育内容、教育载体、教育环境等思

想政治教育要素之中。 

2.3.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高的社会重要性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高能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教育者与

受教育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产生的相互吸引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高能够

有效拉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情感距离，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被

受教育者理解，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能够帮助受教育者自觉抵制错误思潮的影响。错误思潮主要包含

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主要采取理论渗透、思想渗透、文化渗透的方式

侵害人们的头脑，以达到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变单向思

想政治理论灌输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双向情感互动，教育者立足受教育者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帮助受

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从而自觉坚定政治立场、政治信仰，面对错误思潮的侵袭

不为所动。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可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可

以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个性特征、个人兴趣，从受教育者的特殊性出发，密切联系国际国内的现实问题，

关注受教育者不同成长阶段的思想变化，引导受教育者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格，完成“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入积极心理学的意义 

3.1. 积极心理学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范围内的人民群众造成了广泛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创伤，心理学随之逐渐成

为一种治疗疾病的病理式学科。积极心理学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也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积极心

理学这一概念由美国原心理学会主席赛里格曼于 1998 年首次提出，2002 年，他的著作《积极心理学手

册》的出版标志着积极心理学的正式形成。积极心理学被认为是“致力于研究人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品

质的一门科学”(Sheldon & King, 2001)，注重人自身生活状态的研究，聚焦积极的心理状态、情感体验

和个人的成长过程，重点探究如借助人积极因素的挖掘激发人内心的积极力量，从而将真善美教育作为

出发点，让人能够用积极的心态应对心理问题和生活问题(陈文华，2021)。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包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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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首先是主观维度，主要探讨如何帮助人获得幸福感、获得感、快乐感等主观积极体验，并倡导

构建乐观向上的态度。其次是个人维度，主要研究如何帮助个人形成健康向上的个人气质、积极的心理

特征、积极地看待世界的方法、积极的人际关系，也就是激发人的兴趣和动力并实现个人价值。最后是

群体维度，研究如何在帮助个人的基础上，建立积极集体，主要强调从国家、社会与家庭三个方面入手，

来建构积极的环境组织系统。这三个维度彼此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的有机整体。积极集体的构建以积极的个人和积极的主观体验为基础，而积极的集体又能够促进个体

幸福感增长，塑造积极人格，给予人更加良好的主观体验。经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拥有积极的心理状

态，就更容易对生活、工作充满信心，有更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状态，更健康的人际关系。这对开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全新思路。 

3.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亲和力借鉴积极心理学的必要性 

任何命题的提出必然有其社会现实基础，否则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亲和力要借鉴积极心理学，是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自身发展、立足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 

3.2.1. 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的发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亲和力借鉴积极心理学是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的发展。 
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人

的全面发展持续推进，受教育者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大学生日益重视个体自身的价

值。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个体价值在社会中的作用。如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解决二者之间的

矛盾，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便会遭受质疑。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授课方式存在较为单一的现象。虽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在多年的教育

实践过程中已经非常完善，但是仍存在不尽人意之处：思政课堂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忽略学生的

个性化特征和心理因素；课程内容重复次数过多导致枯燥无味，空洞的填鸭式教学与实际生活关联度不

高，使学生难以产生共鸣；思政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流于表面，学生对思政课认同感不强，在课堂中对于

教师的互动邀请消极应付，使得思政课堂常常出现教师一人唱独角戏的尴尬场面，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面临严重挑战。 
因此，我们需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灵感，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时俱进。在思政教育中应用积极

心理学，可以丰富思政教育的内容，提高学生心理问题疏导的针对性，为思政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个全新

视角。(董佳影，2019)通过借鉴积极心理学，可以增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信度，提高学生对思想

政治教育的认可度，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趣味性，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3.2.2. 立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 
大学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群体，存在着思维活跃、个性突出的特点。一方面他们敢于标新立异，乐

于接受新鲜事物，但是不得不面临学习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人际交往压力、学习压力、就业压力等各种压

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大多在家长的关爱中成长，他们对于书本中的知识烂熟于心，却普遍缺乏自主意识，

进入大学之后容易与社会现实脱节，在遇到挫折之后有采取极端做法的倾向。根据 2021 年发布的《中国

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大学生群体中有抑郁倾向的比例高达 18.5%，其中有抑郁高风险倾向的比例

为 4.2%，这说明大学生的心理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潘俊波，刘畅，任萌，2018)。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采取外在的“问题处理”方式，即教育者以警惕

的态度面对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学生出现问题，就进行“修正”，这种教育理念没有触及的内在

的问题根源。事实上，大学生自身具备内在的积极的力量，只要进行适当的引导，就可以建立起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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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防御机制，提高心理韧性。积极心理学能够借助积极因素激发大学生心中的积极力量，以积极的心

态面对心理问题和生活问题，克服自身固有缺点。 

3.2.3. 立足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的改善 
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大学生分别扮演着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无疑

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处于这种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容易将学生当作没有主体性、只能被动接受改

造的“物”，不仅长期下来将直接扼杀学生的创造力与活力，而且学生都是充满特色的个体，有自己的

思想，不会顺着教育者的意愿接受教育，自然会导致教育过程中阻力重重。积极心理学要求思想政治教

育这将学生作当作主体来看待，教育者扮演指导者与引路人的角色，充分鼓励学生发挥能动性，实现学

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有助于改善思想政治教育中主客体的关系。 

3.3. 积极心理学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借鉴积极心理学提升自身亲和力，是因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积极心理学有

着内在的契合性，其表现为二者在目标上一致、在方法上互补、在功能上契合。 

3.3.1.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积极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上一致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思想政治教

育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也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必须关注人、关爱人、关心人，注重人文

关怀，走进受教育者的心灵世界，给予受教育者积极影响和心理引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去，另一

方面将高校对于学生的管理规定落实到位，既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又规范、约束学生的日常生活，

形成健康健全文明的人格和行为习惯，根本上说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积极心理学强调研究普通人的幸福感、积极力量和美德，强调培养并发展积极情感、养成积极品质

以及打造积极社会组织结构，其主要目的在于打造符合全部人类发展以及个体的幸福生活与和谐美好的

社会，体现出一种蕴含积极性的教育理念(Seligman, 2000)。积极心理学关注人本身的发展，注重人文关

怀对人的影响，即人本身价值的实现，主张通过有效干预，引导人形成积极的主观体验，以个人心理能

量建立积极的心态，提升个人心理素质，形成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和积极心理学都关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二者都是以人为目的、注重人文关怀的学科，这是思想政治

教育与积极心理学高度契合的坚实的理论支撑。 

3.3.2. “灌输”与自我教育——积极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互补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忽略个体价值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门关于

人的精神世界成长与进步的科学，也是一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科学，

必须要解决“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

“立德树人”，旨在“促进教育对象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政治思想意识与道德品质”。

不可否认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组织和引导学生团结奋斗以实现其人生目标、匡正理想信念、提高思想

政治素质与思想道德修养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执着于追求将个人价值融

于社会价值之中，压制了受教育者的个性特征和内心需求，使得受教育者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地位，主体

性不能得到彰显。教育方法上主要采取“灌输”的教育方式，通过思政课堂从外部将思想政治理论知识

输入到学生的头脑中去，忽略了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之外的主观因素如态度、心理变化等，导致学生

的创造性与积极性较差，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饱受诟病。 
新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重视学生的个性化特征和内心情感需求，积极引导学生实现个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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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既主张使用具有创新性的方法引导受教育者实现自身的个体价值，又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于

社会大环境之中，注重社会大环境下个体的自我激励和自我教育，积极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上

具有契合性。因此，将积极心理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能够改善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不足的尴尬

境遇。可以试着借鉴积极心理学的积极情感体验法、积极心理辅导法等，结合高校实际情况应用于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高洁，贾琼，2023)运用心理学知识和理念深入分析受教育者的个性需求和身

心发展规律，并根据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在积极因素的影响下，教育者与受教

育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得到改善，师生之间建立起主导主动、民主和谐的关系，学生的主体地位、自我教

育意识得以确立，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提升个体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价值。由此，积极

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上互补。 

3.3.3. 排斥消极思想与人的正面引导——积极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功能上契合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伴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潮水般涌入大学生的视野。其中许多消极思想与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

端个人主义”，由于大学生自身思想尚未成熟，有着不可估量的坏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对大学生

进行正面引导，帮助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在确立独立自主人格的同时自觉抵制各类消极思想的

侵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人为原点，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给学生以积极影响与人生引导。”

(李清华，2019)。 
积极心理学同样排斥消极思想。积极心理学通过建立美好生活愿景实现对人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疏解，

不去关注现实生活的残酷性。积极心理学在教育领域的运用主张帮助学生追求有价值感、意义感、幸福

感的人生，引导学生向积极、正向的方向发展(王云莉，2022)。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和积极心理学在排斥

消极思想、强调个体的正面引导的功能上具有契合性。 

3.4.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的理论依据 

3.4.1. 人本主义心理学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人本主义心理学最初于二十世纪五五十年代在美国萌芽，

六十年代开始形成，七十到八十年代开始迅速发展。人本主义心理学反对将人看作单纯的动物，忽略人

的内在本性，而是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将人的本性归结为潜能的发挥。在此基础

上建立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人的心理开展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激发人的潜

能、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的观点，能够解决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只注重对学生的批评而忽视对

学生潜能的发现问题。 

3.4.2. 福流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Csikszentmihalyi 最早提出了 Flow 这一概念。他指出 Flow 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状

态，是当个体沉浸在当下所进行的活动中时，注意力完全集中，意识狭窄，只对该项活动有反馈，并

不自主地过滤掉一切与该项活动无关的信息和知觉，无暇顾及与之无关的事情，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

并且对当下所进行的活动有指向性和操纵感(Csikszentmihalyi, 1997)。在学习中，福流体验可以增强个

体学习效率。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充分利用福流体验，引导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浓厚兴趣，提升

学习效率。 

3.4.3. 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 
“拓展–建构”理论是积极情绪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的提出人 Fredrickson 综

合了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并在实践中验证了此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积极情绪的拓展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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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积极情绪的拓展功能。积极情绪的拓展功能即当个体处于无威胁的情境时，积极情绪能拓展

个体的知、行的范围，促使个体更高效地分析、处理信息，不断获取新鲜的知识和经验，激发主体创造

性解决问题的活力。  
其二，积极情绪的建构功能。积极情绪建构功能基于积极情绪的拓展功能。积极情绪的建构功能指

的是积极情绪增强个体持久性资源，提升人们主观幸福感的能力。人们通过彼此交流、分享、协作与其

他成员共享积极情绪，可增强社会依附力，有助于构建持久的社会资源。此外，积极情绪也能够建构个

体的智力资源，已建构的个体资源可以长期储存，随时提取，从而能够促进个体目标的实现。 

4.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路径 

4.1. 修身立德，增强思政教育主体亲和力 

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居主体地位，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这一对矛盾中居矛盾的主要方

面，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离开了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就不能开展。“一个综

合素质和能力较高的教育者，其所释放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更容易让学生亲近和接受思想政治教

育。基于积极心理学的价值取向，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具有积极心理学素养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一

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教育者自身的情绪体验，培养自身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心理”(谢书楠，2022)如果思想

政治教育者本身专业素养不足，不能对学生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就不能对因此，我们首先要从教育者处

着手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其一，转变教育者的教学理念。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批评惩罚多，鼓励赏识少、理论说教多，

体验教育少、思想问题督促多，心理呵护关注少等问题。这些问题根源于传统的“发现学生问题”的教

学理念。积极心理学认为，人人都有着内在的力量，都具有依靠自己克服困难与挑战的能力。因此，教

育者应转换为优势教育理念，抵制消极情绪，形成积极动力。优势教育理念能够激发教育对象的积极情

绪，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优势教育是教师有意识地帮助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天赋、发展和应用自己的优势，以学习知识、获得学习技巧、发展思考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最终获得优异的成绩。首先，教育者应该帮助学生发现自身的独特优势。其次，教育者要

认可每一个学生的独特价值，按照学生的个性特征、品格优势因材施教，在课堂中引导、鼓励学生形成

自己的优势。 
其二，加强教育主体人格完善。教育者如果有积极向上、高尚健全的人格，受教育者会心向往之，

进而信任其所传授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由此得到了加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教育者的人格完善至关重要，而教育者的人格通过政治、道德、学术素质等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时刻关注自身的政治水准和形象，坚定政治信仰、明确政治立场、树立政

治追求。教育者应该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教学实践中，教育者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

时代与社会的现象，理解学生的内心需求和想法，从而让学生乐意接受教育者传授的知识，建立起对学

习的积极态度。 
其次，教育者应该提高道德水平，塑造良好的品德形象。学术研究中，教育者应自觉维护自己的学

术声誉，杜绝学术不端现象；日常生活中，教育者不能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应该严守社会公德、建立职

业道德、保持个人私德。教育者表现出来的高尚的道德水平可以吸引学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最后，教育者应加强理论知识学习，提升学术素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必须有过硬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素养。此外，思想政治教育者还需要与时俱进，密切关注学科发展前沿，积极关注社会热点

问题，与学生充分交流，才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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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守正创新，增强思政教育内容亲和力 

时代在变化，大学生的特点也在随之变化。大学生是思维活跃、乐于探索新鲜事物、关注时事热点

的群体，抽象、空洞的理论正是大学生所排斥的，他们更青睐能够与现实生活结合、与时俱进的教育内

容。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按照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指导，对思想政治教育素材进行创新。 
其一，语言通俗易懂。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思政课堂上不宜过多使用抽象、空洞的理论术语。如有必

要，应该在彰显人文关怀的基础上，使用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例子，对其进行举例说明。只有将枯燥

的理论融入鲜活的生活实际，才能够让大学生听得进、听得懂，才能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现实阐

释力和说服力，进而产生亲切感与和谐感。 
其二，立足现实，坚持问题导向。大学生是关注现实的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选取一定要立足

于解决大学生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以积极心理学理论为指导，教育者在选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素材

的过程中，能够考虑到学生在学业、就业等诸多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出合理的选择，进

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大学生的生活现实相衔接，多视角、多维度的对学

生实施有针对性的指导，也能够进一步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于学生的亲和力，让学生激发自我教育

的意识。 
其三，与时俱进，更新教育内容。一方面，理论内容应该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是自己时代的精华，是不断更新的、开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不会停留在某

一个历史阶段上，而是与时代共同进步，因此历经百十年风雨飘摇依然保持着对现实问题强大的解释力。

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关注马克思主义学术前沿的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引起学

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关注，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教育素材也应该与时俱进。社

会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抓住大学生

关心时事热点的特点，对于身边的热点新闻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才能既体现思政的专业性，又能

体现教育内容的亲和力。 

4.3. 赤诚相待，增强思政教育方法亲和力 

以积极心理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的指引，在教育工作中教育者能够形成对学生的积极关怀，从

而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其一，基于积极心理学理念的支持对思政教育活动进行设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付诸实践、受教育者践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过程，在活动中能够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与自

我教育的有机统一。运用积极心理学的理念设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能进一步增进师生之间的亲密感，

降低学生对思政教育的排斥心理，构建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 
其二，学会换位思考，建立师生间民主平等关系。教育者应该学会换位思考，以学生的角度设身处

地地思考问题，克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地态度，才能理解学生的内心需求形成对学生的积极关怀；学

生也能够感受到教师对他们的无私奉献，克服轻视、蔑视教育者的抵抗心理，在相互理解中构建起和谐

的师生关系。 
其三，及时沟通思想感情，建立师生间密切联系。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师生间不仅要建立公务交

往关系，更应该建立良好的私人交往关系。良好的私人交往关系能够促进公务交往关系的发展，良好的

公务交往关系促进私人交往关系的和谐。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公平公正对待教育对象，赢得教

育对象的尊重，建立起良好的公务关系；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以积极心理学为指导，与交往

对象进行亲密的思想交流，为教育对象排忧解难，帮助其建立起强大的心理防御能力，形成对学生的人

文关怀。密切交往关系的建立，能够帮助教育者了解理解教育对象，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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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路径的实践效果 

积极心理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实践，有消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负

面因素、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三方面的效果。 
其一，消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是宣传意识形态的主渠道，其社会功能

与现代人强调个体自由、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现代性特点相悖。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服

务的。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存在的矛盾，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也呈现出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的负面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积极心理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关注个体内在的积

极体验，针对受教育者的个性特征因材施教，能够消除现代人注重个体的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功能

之间的矛盾。 
其二，直接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对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内在要

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理论灌输法、榜样示范法、自我教育法

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缺少必要的关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积极心理学的方法如团体辅导、咨询鼓

励等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培养学生良好

品质，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其三，构建学习共同体，营造良好教育环境。思想政治教育这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有意识地把握

互联网时代背景，针对学生学习需求进行系统分析，按照学生群体的心理需求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与方法进行调整，能够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促进师生之间教学相长的关系，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学

习共同体的构建能够使教育环境展现出对学生的巨大亲和力，让学生自觉自主地汲取思想政治教育知识，

教师也能够在共同体之中磨砺教学能力，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进一步提升。 

6. 结语 

积极心理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角，对开展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将积极心理学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提升思政教育亲和力，不仅具有可行性，也具有必要性，积极心理学对于高校思政教

育亲和力的提升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新时期高校建设发展中，要努力探索积极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的结合路径，以较强的亲和力对学生实施教育引导，有效提高思政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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