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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立德树人方面具有融通性。将教育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

程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借助心理学相关理论基础，有助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体需要

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优化教学的全过程。在学生方面，引导学生培养积极人格；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

通；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在教学方面，以学生需求为导向探索教学方式；以学生情感为关键组织

教学活动；以学生成长为靶向挖掘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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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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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ed in the aspect of moral education. Combin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using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basis of psy-
chology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ain role of students and optimize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In terms of students, guide students to cultivate positive personality; commu-
nicate effectively with studen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stud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teaching, we 
explore teaching methods with students’ needs, organize teaching activities with students’ emo-
tion, and explore teaching contents with students’ growth as the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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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践活动，其实效性可以通俗理解为教育价值的实现效果，具体可呈现为

教学成果、学生的成长发展以及在教育过程的获得感。思政教育的实效性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满

足人的相应需要、实现一定目的方面所表现出的积极特性(许烨，202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人的思想活

动规律为重要基础，与人的心理因素如认知、情感等关系密切。基于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以及

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思政课教师基于当前大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披露出的心理特点，客观审视反思现

有教学现象和问题，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对教学模式与教学手段进行创新改革与优化，从而提升思政教

育的实效性。 

2. 教育心理学揭示的基本学习规律 

2.1. 学习动机及积极性规律 

学习动机是一种激发、引导、维持学习者学习活动和学习行为的内部动力，是因学习者主体物质和

精神需要产生的渴望认识、改造世界的心理状态。学习动机会对学习者的学习目标和方向、以及学习行

为、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产生极大影响。学习动机关乎学习者成功与否，与心理因素、环境因素和文化

因素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学习动机外在表现形式为个体学习的积极性，即对学习的持续高度注意

及伴随其产生的积极情绪体验。学习动机由学习需要和学习期待共同构成。 
教育的目标是激发主动性和培养独立性(陈佑清，2019)。当代大学生的年龄介于 17 到 25 岁， 处于

青春期后期和成年早期，他们的心理发展呈现出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他们的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存

在消极方面，如易急于求成、遇事情绪激动、受挫情绪低落，以自我中心等；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心理

也在表现出诸如善于思考，敢想敢干，迎难而上等积极的一面等。合理利用学习动机理论，调动其积极

性，有利于其教育实效性的提升。 

2.2. 学习情感理论 

教育心理学理论认为情绪、态度、信念三者包含着一定的认知和情感。学生在接受教育教学过程中，

以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为客观感受对象，对教学过程是否符合自身精神需要和价值观念进行自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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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一定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表现出对教学内容和教学任务的看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感

受。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首次提出了课程的三维目标概念包含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强调对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的培养。 
高等校园是种子库，当代大学生是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部分。他们充满激情具有较强的

学习意愿，具有较强的上进心和进取心，能积极主动探寻知识特别是言谈举止上，乐于表达和表现，易

彰显个性，希望获得关注和关爱。同时在接受学习到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渴望接触到各行各业，迫

切的想要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认识。在他们的成长发展中存在着诸如理想与现实，消极与积极，自尊与

自卑，自我认知与社会评价等矛盾，这些矛盾有时会使他们感到痛苦，更多的是给他们带来发展的机遇，

增强提升自身能力的动力。 

3. 教育心理学应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 

赫尔巴特认为，教育者的第一门科学——虽然远非其科学的全部——也许就是心理学。从狭义上将，

教育心理学就是研究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所披露出的基本心理规律的科学。教育心理学与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存在关联。一方面，教育心理学可以为开展大学生思政教育提供方法上的指导；

另一方面，大学生思政教育研究为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提供素材，两者共同促进人之为人的生成。 

3.1. 教育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之处 

3.1.1. 根本目标的一致性 
教育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存在关联，二者具有目标一致性。从立德树人目标来看，

教育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均以立德树人为目标，最终指向人的培养，以提高学生个体素养，促进人之

为人的生成，即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培养适应时代变化、全面综合发展的社会主义高素质人才，为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接续奋斗。心理学强调关注人的内心活动，激发其内

在蕴含的积极力量，予人以正向引导。思想政治教育聚焦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旨在培养

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方面，心理学与思想政治

教育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二者均以大学生心理、情感、思想、精神、道德、认知、思维等为基础，有

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他们一步步地去正确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并积极去改造世界。在学生的

教育过程中，心理健康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条件，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学生心理素质的

提升、健全人格的塑造。 

3.1.2. 理论方法的可借鉴性 
教育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方法、手段虽然有所不同，二者各有特点，但心理学基本理论可

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方法上的借鉴。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采用课堂教授法，理论灌输法来拓展知识，

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倦等不良情绪，利用心理学对学生的心理预期进行预测评估选择出诸如活动实践法，

翻转课堂法等，根据不同内容设计的方法来进行教学，从而提升教学效果。新生入学初期，心理测评是

高校的普遍做法。在思政课教师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并不能够完全把握的情况下，借鉴心理健康教育

中的心理测量法，将其运用到教学过程中，根据每个人情感、知识、道德、理念的不同情况以及思想道

德、政治观念的客观标准，制定科学有效的量表，深入了解大学生的真实思想政治状况，从而实施因材

施教，实现学生个性化发展。 

3.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现实需要 

3.2.1. 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需求 
从教育心理学角度看，及时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能及时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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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学生在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学生能及时和老师保持交流，保证教育工作的实效性。高校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遵循“以生为本”的教育原则，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坚持以学生为主导，突出学生

主体地位。教育心理学强调关注学生的心理活动，尊重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在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方面，

教育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学生的感受得到重视，老师开始倾听学生的心声，这

种教育主体的转变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获得感(马薇娜，2021)。 

3.2.2. 增强思政教育工作的科学性 
人的思想和心理活动在一定时间或阶段内呈现出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在思政课堂充分利用心理学研

究方法，有利于思政教育教学科学性的提高。从学生个人人格健全发展来看，利用心理学中个案研究法

给个人或具有相同特征的群体学生建立画像，搜集整理全部或相关的客观资料，如生长背景、家庭环境、

受教育经历、调查访问结果等，必要时分析出学生的心理特征或学生群体的相似特征及其形成和发展的

因素，对其三观丰富、人格健全进行干预，提升思政教育的科学性。从教学内容的呈现来看，在教学设

计中加入心理游戏或心理团辅等互动环节，更好地呈现教学内容，增强其的趣味性，提高学生对课程内

容的兴趣，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其积极主动性，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印象和理解，从而提

升思政课堂的科学性。 

4. 教育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升策略 

教师在向大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需要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规律，制定加针对性的教学手

段，帮助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起健全人格的建立(李厚仪，2020)。将教育心

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借助心理学相关理论基础，有助于提升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体需要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优化教学的全过程。在学生方面，引导学生培养积

极人格；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在教学方面，以学生需求为导向探索教学

方式；以学生情感为关键组织教学活动；以学生成长为靶向挖掘教学内容。 

4.1. 重视“人”的主体作用 

4.1.1. 引导学生培养积极人格 
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受教育者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其内在潜移默化对个体健全人格的塑造价值，使个

体形成丰富的精神世界。学习动机及积极性规律注重学生自身的积极力量，培养积极的人格和认知方式。

大学生思政教育实效性提升应关注学生自身蕴含的积极的、正向的能量，注重其在课上、课下的积极的

情绪体验，以提升其课堂体验，提升个体的智力和创造力，从而提高自身学习效率。第一，引导学生正

确认识并接纳自我。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身的学习能力，树立贴近实际的目标，不对学生课堂表现抱有

过高或过低期待，不对学生产生过高或过低要求。当对自身要求过高以至难以实现时，易产生焦虑、倦

怠等不良心理体验，降低学习兴趣，比如“必须期末成绩拿到满分”等；当对自身要求过低以至轻松实

现时，易产生骄傲、自满等不良心理体验，难以真正有效提升自己。第二，引导学生积极自我激励与自

我教育。要引导学生在形成正确认知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教育；在树立贴近实际目标的基础上，分阶段制

定学习计划。鼓励学生主动将思政课课程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落实到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中，

根据自身气质及性格特点寻找学习方法，挖掘自身潜能，全方位的提升自己。 

4.1.2. 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 
教学活动本质上是一个交流互动的过程(李晓辉，朱宇晴，冯梅，2021)，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通过对

话交换信息达成共识。良好的沟通交流需要思政课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学生需要避免被动的、逃避的

等不良沟通，建立积极的、主动的沟通方式，如有问题时课上、课下主动找老师请教、探讨。在思政课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529


王妍 
 

 

DOI: 10.12677/ap.2023.1310529 4211 心理学进展 
 

教学过程中，多是“主体–客体”由教师到学生的单项沟通，学生主要担任倾听者的身份，因此，思政

课教师要树立双向沟通意识，在课上、课下与学生进行思想和感情的交流。首先，强化学生面对面交流

的意愿和技巧。在校大学生属于数字原生代，网络原住民。一方面，他们习惯运用网络与人交往、沟通，

缺少与老师面对面交流的意识和技能。另一方面，他们出于课业完成情况、不自信等等原因不敢直接和

老师交流。思政课教师要走近学生，用心倾听学生，鼓励学生说出内心想法，了解学生内心状况。其次，

选择合适的时间和方式交流。网络的便利性弱化了教师的工作时间，学生在有问题时可以随时随地与老

师交流，但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合适的方式与学生沟通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教师要尊重、

关爱学生，在尊重、平等的氛围中实现与学生的双向沟通。 

4.1.3. 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学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引导其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有利于提升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一是引导学生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课程的正确认知，要正确认

识思想政治教育对其个人成长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正确认识思政理论课程与自身专业能力发展的紧密关

系。二是启发学生思考，鼓励学生畅谈。教师要给予学生一定自主权，将理论知识更多的与社会热点问

题结合起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看法，通过学生呈现的观点给予客观评价和回答，肯定并表

扬正确的观点，引导并改正错误的观点，在学生思想不下线的基础上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4.2. 优化“教”的全部过程 

4.2.1. 以学生需求为导向探索教学方式 
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对自身成长发展有着不同的需求和期待。思政课教师需充分考虑学生成长规律和

学习规律，重点审视不同专业、不同基础的学生之间存在的认知差异，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探索教学方

式，满足其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对于公共课学生，根据相应专业需

求，组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其专业紧密相关。例如，对于艺术学院相关专业学生，在设计课程内容

时，可以设计与中外美术史，美学等相关内容，从美学角度引申，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引领作用。对

于财经学院学生，鼓励学生从经济学视角思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相关知识点内容等。同时，

在设计教学内容与课时时长时，需要吃透教学大纲与参考教材，调研学生专业与职业规划需求，并不断

提高与加强自我专业修养，合理规划教学内容。另外在运用传统教学方式的同时，结合新兴技术，如利

用 VR 等虚拟显示技术开展沉浸式教学，引导学生在虚拟环境中领会、思考(钱晓丹，李青宇，2022)；构

建并运用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元宇宙”载体，探索思政课教师和学生新型交互方式和交流场所，加

强主客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从而提升思政育人实效。 

4.2.2. 以学生情感为关键组织教学活动 
教师应重视情感因素在当代大学生学习中的作用，同时要注重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对学生进行必

要的关怀性指导和支援，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的选择和组织更好地反应学生的需要。在实际的教学

活动中，教师要注重对教学活动的创新，教师通过需要掌握教学任务、学生个体差异等方面，借助教材

当中的情感资源设计教学活动，注重情境教学模式的应用，引导学生体会其内在的情感因素，激发其与

教学内容产生共鸣，以此来启发学生情感。在教学活动的设计中，重视肢体语言对情绪的渲染作用。相

比较于空洞的言语解读方式，合理地使用肢体语言，可以更加有渲染力地表达将自身的情感色彩，从而

进一步调动学生的情感，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互，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李想，2023)。思政课教师尽可能

把教学内容中蕴含的情感通过肢体语言展现出来，有效营造和谐的教学氛围，形成师生与教学内容的情

感共鸣，激发学生情感，从而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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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以学生成长为靶向挖掘教学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充分

挖掘其教学内容作为加强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依托。在涵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育人要求前提下，

结合所授班级专业与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合理规划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和难点，详略得当。一是丰富教

学内容。思政教育要立足于我国国情、立足于实际生活，与社会热点、时事政治、世界发展、时代热闻、

新兴技术等相结合，与期末考试、考研政治相联系，挖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素材，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兴

趣点。如：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开设心理学相关内容，在实践环节中进行心理团辅；与法制教育相结

合，增加社会学、法律内容的比例，探讨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解(祝琴，胡

子祥，2022)；二是教材内容要避免重复。结合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准备教材内容时要有的放

矢，详略得当。对于在中小学已经学习过的内容进行时代化的解读，挖掘内容深度，运用符合“大学身

份”的语言和事例进行讲解，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对于大学新接受的内容或比较抽象的理论，用贴近

大学生、贴近生活的语言来阐释。要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之间的关系，减少内容重复。思想政治理

论课强调思想引领，同时不能忽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教师在组织教学内容时，需考虑是否

对学生的学习、成长有切实作用，是否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反思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改善学

生在学习、情感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问题，更好促进学生的自我成长。 

5. 结语 

从教育心理学的视角下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有助于其教育实效性的提高。教育心理学

视域下的思政课教学要更加注重教育活动和教学设计的科学性，契合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是实现思

政教育“知行合一”的有效手段。研究学生情感特点及其在学习过程中衍生的心理特征，将其与教学过

程有效融合，实施因材施教，有利于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实现，有利于人之为人的生成。在教育过程中，

要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从满足学生需求、回应学生情感、促进学生成长出发，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在潜移默化中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国家人才培养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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