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3, 13(5), 2030-2035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5250   

文章引用: 高清青(2023).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 心理学进展, 13(5), 2030-2035.  
DOI: 10.12677/ap.2023.135250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路径探析 
高清青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3年4月5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23日；发布日期：2023年5月30日 

 
 

 
摘  要 

积极心理学倡导以开放和欣赏的眼光挖掘人的潜能和美德，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提供了借鉴。

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下，存在大学生缺少积极情绪体验，大学生积极人格相对薄弱和教育环境缺乏积极

氛围等问题。应用积极心理学，我们可以从注重大学生积极情绪培养，培育大学生积极人格和完善积极

组织系统三个途径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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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itive psychology advocates to tap people’s potential and virtue with an open and appreciative 
vision,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elatively weak positive personality of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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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 students, and the lack of positive atmosphere in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pplying posi-
tive psychology, we can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ree ways: paying at-
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emotions, cultivating their positive perso-
nality and improving their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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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积极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 20 世纪末期的美国，指的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积极的心理状

态，主张实现心理平衡，从关注心理疾病到关注心理健康，服务每一个人，旨在帮助普通人提升心理健

康水平，提升在生活中的幸福感(王云莉，2021)。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

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陈万柏，张耀灿，

2015)。在我国，大学生是最有朝气的团体，是这个时代的晴雨表。每个大学生被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任，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促进其形成正确的思想理念和政治品格，从而成为合格的社会

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探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路径，不仅有利于大学生身心的

健康发展，而且也促进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发展。 

2. 积极心理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2.1. 有利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积极心理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和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为思想政治

教育提供观念、思路和内容上的借鉴。 
在观念上，“积极”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观念。积极心理学以积极的目光看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保持期待效应，及时寻找优势，以预防问题代替防范问题。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大多以

问题视角对待大学生即担心大学生出问题，关注大学生已经出的问题，从问题中找出大学生的缺点，进

而纠正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大学生确实可以改正自己的问题，但是也有部分大学生在这种老师

的提防警惕下，变得越发没有自信，总觉得自己会出问题，在这种不积极的心理诱导下，反而出的问题

越来越多，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思路上，积极心理学以生为本，提倡挖掘学生潜能，关注积极性，兼备现实和未来，不仅关注学

习成绩而且关注学生品格培养。思想政治教育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但是立德树人这四个字含量何其

沉重，这个目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育者不应该以学生当前的表现或者成绩，去妄下定论，

而是要将目光放得长远，不以成绩作为评定学生的唯一标准，积极肯定学生的优势，努力挖掘学生的潜

能，为人才强国培养未来型人才。 
在内容上，积极心理学以心理测量和实验研究为基础，重视品格优势和美德，发展积极力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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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美好人生为其目标。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政治观点”作为其主要内容，

虽然为大学生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是更应该与时俱进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结合积极心理学的内

容，培养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提高大学生的心理韧性，从理论和心理两个层面筑牢大学生的未来

发展之路。 

2.2. 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经济政治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里。快节奏带

来的高效率的同时，各种压力也从四面八方向人们侵袭而来。而大学生虽然生活在校园里，还未正式被

卷入社会的旋涡，但当每个大学生不同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与大学中人际关系、情感问题以及学业任务

交织在一起时，很容易给大学生情绪甚至是行为带来负面影响。如 2004 年马加爵残害室友事件中，因室

友曾经对他的嘲讽抱怨，马加爵记恨在心，没能及时调整心理状态，对室友们实施暴行，最终犯罪入狱；

2019 年南京邮电大学一名学生疑因不堪忍受三年来导师的压榨、人格侮辱和以毕业相威胁，在实验室中

点燃溶剂自焚身亡；2020 年南京大学一名女博士或因学业压力跳楼自杀……这些事件一次又一次给我们

敲响警钟，要及时给当前的大学生做心理疏导，解决大学生思想困惑，预防大学生产生不良行为。当前

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培育大学生良好道德，引导大学生走向正确政治方向有着很大作用，但随着当前

社会改革的程度加深，文化和价值取向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及时吸纳积极心理学

的方法如积极体验法和积极组织系统法，以此契合当下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创造积极的校园氛围，重视

大学生积极情绪培养，增加大学生在校园环境中的积极体验，挖掘大学生的积极潜能，培育大学生积极

人格，实现大学生的自我管理，从而预防心理问题的产生。 

3.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3.1. 大学生缺少积极情绪体验 

在 2022 年的牛津年度词汇条中，Goblin Mode (鬼怪模式，又名“摆烂模式”)词条在 34 万张投票中，

有 93%的得票率，可见“摆烂”一词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CNNIC)发布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5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4.4%。“摆烂”作为网络热词在这样的网络背景下传播迅猛，大学生作为网民的

主力军，很容易接触到这些网络热词。而“摆烂”一词意思是既然事情已经不往好的方向发展，就干脆

不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控制任其往坏的方向发展，带有消极词义，很容易影响大学生的奋斗动力，给大学

生带来消极情绪，造成大学生的消极心态(王云，2021)。大学生消极情绪的背后令我们反思是否是当前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问题？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大部分高校教师是接受传统教育出身，因此他们教书

育人的方法更偏向于传统即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播，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注重评价机制的单一化，忽

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容易产生挫败情绪，怀疑自我，孤独甚至焦虑抑郁

的情绪，缺乏积极的情绪体验。 

3.2. 大学生积极人格相对薄弱 

学者姚尧曾指出，积极人格的培养和教育，相较于人格知识技能的传授是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教

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主动承担起积极人格的培养(姚尧，2019)。人格作为心理学的主要命题之一，构成了一

个人特有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指的是一个人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积极人格主张积极向上，拥

有积极人格的个体能够以积极开放包容的眼光看待世间的事物，体会到更多积极体验，从而能够从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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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挫折，激发更多积极行为，提高个人幸福感。有学者通过调查报告指出，大学生踏入大学校园，面对

新环境和新社会关系，会产生彷徨无助的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都会使得大学生的积极人格相对薄弱

(齐道喜，李然，2022)。如当他们在校园里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自信与自卑的冲突、人际交往与孤独

的冲等一系列社会适应问题时，可能就会导致他们产生焦虑、抑郁、无助甚至自卑等情绪问题。特别是

临近毕业季，就业择业的困难、大学爱情的难以取舍、好友的分离等，这些问题加剧了大学生的心理问

题，甚至会演变成心理障碍问题。同时原生家庭的过度保护会使得大学生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胆怯且

不敢正面回应。这些因素都在影响大学生积极人格的培育，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3.3. 负面环境因素阻碍积极氛围形成 

环境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大

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重要基础，但是当前的教育环境充斥不同负面因素，对积极氛围的形成造成阻力，

对大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校园环境上主要分为校内环境和校外环境，

校内环境一方面部分高校的硬件设施配备不完备，如图书馆、宿舍、教室、自习室等条件都需要进一步

完善，给与大学生一个良好的环境学习，以此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校内缺少积极的文化

氛围。校外环境主要是学校周边商铺和娱乐场所的建设。一方面这些娱乐场所和商铺丰富了大学生的日

常生活，为大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但娱乐场所的鱼龙混杂也造成了部分大学生思想行为上发生偏差，

长期浸染在这种的环境下，会对大学生的成长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其次，

不和谐的网络环境也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因素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5G 时代的到来，

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当前大学生作为“网络一代”，熟稔网络的使用方法，但是由于心

态的稚嫩，社会经验的缺乏和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大学生很容易被网络上一些社会思潮所影响。最后，

家庭环境也在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大学生最初的一些思想行为习惯都是在家庭中潜移默化

形成的。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不仅会造成大学生性格上的缺失，而且也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虽然

学校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是由于家庭的差异性，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所发挥程度也有

所不同。 

4.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索 

4.1. 注重大学生积极情绪培养 

积极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曾提出拓延–构建理论，他认为积极情绪是“欢欣和幸福的表

征：是人们体验到快乐、兴趣、满意和爱等情绪而又不受焦虑、悲伤、愤怒和绝望等情绪困扰的时刻”

(Fredrickson, 2001)。快乐、积极、乐观的情绪能够拓延人们的能力，如体力、智力以及社会协调能力。

他认为人的每一种情绪都有特定的行为倾向。学者任俊大致将行为倾向分为两种，即逃避倾向和接近倾

向(任俊，2006)。当人们处于危险状况，就会产生焦虑、紧张、害怕等消极情绪，思维就会变得局限，人

们就会有逃跑、躲藏等行为方式，这就是逃避倾向。而当人们产生积极情绪时，就会打破自身的思想限

制，激发身体潜能，丰富个体思想和行为资源。在这些资源的基础之上，可以建立个体发展资源，使得

个体行为更富有创造性，同时这些行为也可以迁移到其他方面，从而使得整体行为处于一个螺旋上升的

过程。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受教育者的情绪和体验对教育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如果大学生一直处于

消极情绪的旋涡中，那么他们就会出现逃避倾向，被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甚至排斥接受。相反，

如果大学生有积极情绪，他们就会主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仅能够学会知识，而且也能够激发

他们的潜能。在我国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仍是“重视大学生智育和德育的培养，忽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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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内心的积极情绪体验”(曾艳，2017)，因此，如果能够及时将当前关于积极情绪的相关理论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中，有利于激发学生积极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人格，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心理状态

的形成。 

4.2. 培育大学生积极人格 

积极人格指的是个体自身的积极力量，这种力量由生理机制、外部行为和社会环境三者的交互作用

组成，并通过个体的认知构建和实践活动，内化为个体成长必备的积极品质(胡佳新，蒋明宏，2016)。如

果想培养大学生的积极人格，首先需要明确大学生的品格优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一些心理

学测量工具，如《乐观归因风格测试》、《品格优势与美德量表(VIA)》、《生活意义问卷》等来了解大

学生的心理状况，用以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帮助大学生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弥补大学生自我短

板，发挥大学生自我优势，形成积极的人格特质，提升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心

理测量工具的使用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及时掌握大学生思想和心理状况，培育大学生积极人格，

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其积极主动性。 

4.3. 完善积极组织系统 

积极组织系统指的是个体能够获得积极力量、美德和幸福感的系统。积极心理学倡导构建积极组

织系统，通过外部环境的影响来塑造积极人格和美德(郭博文，2021)。因此为了顺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有必要创设积极的校园环境、家庭环境和网络环境。首先校园环境不仅要注重校园文化的建设，

而且要注意硬件设施的完善。2020 年 4 月 22 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的意见》，意见指出：“在日常教育体系中，要繁荣校园文化。坚持培育优良校风教风学风，

持续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可见校园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隐形渠道。因此，高校一方面要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校园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抵制不良文化对大学生思想的侵蚀，另一方面要

注重校园环境和硬件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其次在网络平台上需要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郭博文，

2021)。当前网络迅速普及，网民数量迅速增加，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对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要发挥网络思政平台的作用，批评错误的言论，积极弘扬社会主旋律，为大

学生营造积极舆论氛围。另一方面网络平台本身要加强监管，构建充满正能量的网络空间，以此和校

园、家庭形成合力，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最后是家庭中需要营造关怀性取向的成长环境。正

所谓“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幸福和力量的源泉”。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家庭是重要场所之一，积极

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积极的人格。作为家长，更需要鼓励大学生的优势发展，而不是贬低大

学生的劣势，以积极的教育理念渗透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挖掘大学生的发展潜能，促进其积极人

格的全面提高。在这样关怀性取向环境中成长的大学生，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安全感和自我效能感，

能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发挥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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