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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运用激励理论做学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特点。高校学生干

部有任期短、学业工作双重压力等特点，本文就激励理论在高校学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运用到的具

体原则和方法，论述激励理论对高校学生干部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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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use of incentive theory to d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tudent 
cadres is in line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
dents. College student cadr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 tenure and dual pressure o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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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work.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centive theory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cadres based on the specif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used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c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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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激励理论在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激励理论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组织的行为、绩效

和发展都会产生深远影响。首先，激励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可以看到非常有效地提高了工作绩效，了解激

励理论有助于组织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从而提高工作绩效。其次，激

励理论可以促进员工满意度，在不同的工作场景中使用有效的激励理论能够满足员工的需求，提高工作

满意度，减轻工作压力，促进积极的工作态度，另一方面通过激励理论设计契合员工需求的激励计划，

有助于提高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减少员工流失率，保持组织的人力稳定性。然后，激励理论对引导组

织文化也具有很好的效果，激励理论有助于形塑组织文化，通过激励机制传递组织价值观，使工作的参

与者能够更好地融入组织，形成共同的目标和愿景。最后，研究激励理论对促进创新和创造力具有很大

的影响，激励理论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员工对激励因素的不同反应，从而引导创新和创造力的发展，推动

组织的不断进步。 
近年来，学校管理者将运用于工作中的激励理论应用于对学生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促进了

学生干部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对于学生工作的开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何加强对学生干部的思想政

治工作，是新时期学校、老师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激励理论着重强调个性化教育，注重个性和情感因

素的充分发挥，这对于我们转变教育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参考和借

鉴(郝文军，2008)。 

2. 激励理论的内涵 

激励理论最早是应用于企业管理，指的是企业管理者通过特定的方法与管理体系，发挥员工对公司

的最大效能的过程。激励理论是一种概括总结如何满足人的需要、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方法的理论。激励

的目的在于激发人的正确行为动机，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以充分发挥人的智力效应，做出最大的

成绩。激励理论从分析人的行为入手，根据人的需要设定一定的目标，并通过目标，使人们出现有利于

组织目标的优势动机，按组织目标所要求的方式行动(蒙秋明，2008)。激励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和调

动人积极性，主动并有创造的实现组织的目标，提高工作效率。激励理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2.1. 内容型激励理论 

这种类型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被激励者没有得到满足，主动愿意做满足需求的工作，激励的内容

随着被激励者的需求变化而变化，充分考虑到被激励者的需要诉求。管理者的目标与被激励者的目标相

一致，被激励者充分发挥主人公意识，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为管理者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一理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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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以及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其中马斯洛的需求层

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

求。这些需求按照层次结构排列，人们必须先满足更低层次的需求，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管理者

可以根据员工的需求层次，提供相应的激励措施，帮助他们实现个人和组织目标。 

2.2. 行为改造型理论 

这种类型的理论，是以斯金纳的条件反射为基础，旨在引导和规范被激励者的行为，着重强调对被

激励者行为的改造。管理者通过对被激励者各方面能力的分析，分配合适的任务，在确定的目标指引下，

引导和规范被激励者的行为。这一理论包括强化理论、挫折理论以及归因理论。例如，如果一个员工在

工作中表现出色，管理者可以给予奖励，如奖金或晋升，以增加其继续优秀工作的动力。 
挫折理论认为，人们在遇到挫折或困难时，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或降

低目标的要求来适应。管理者可以通过理解员工遇到的挫折，并提供支持和指导，帮助员工克服困难，

保持积极的行为。而归因理论认为，人们在评估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时，会根据不同的归因方式来解释行

为的原因。管理者可以通过引导员工将成功归因于自身能力和努力，并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运气

或困难的任务，来增加员工的自信心和积极性。行为改造型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激励和引导，改变和

塑造被激励者的行为，以实现组织的目标。这种理论在组织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可以帮助管理者有效地激励员工，提高员工的绩效和工作满意度。 

2.3. 过程型激励理论 

这种类型的理论，主要研究从动机的产生到采取具体行动的心理过程(杨芷英，2019)。根据被激励者

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给予公平合理的奖惩措施，使得被激励者的需求得到满足或者不正确的行为的以规

范。这一理论包括弗洛姆的期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弗洛姆的期望理论认为，人们在决定采取某

种行为时，会考虑到行为的结果或后果。被激励者会根据自己的期望和价值观来评估行为的结果是否符

合自己的期望和目标。管理者可以通过明确和透明地设定目标，提供清晰的工作要求和反馈，以增加员

工对行为结果的期望，从而激励他们采取积极的行动。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人们对待公平和公正的需求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动机和满意度。被激励者会

比较自己的工作投入和收获与他人的工作投入和收获之间的差异。如果被激励者感觉到自己受到不公平

对待，他们可能会减少工作投入或产生负面情绪。管理者可以通过确保公平的薪酬和晋升机会，以及提

供平等的工作条件和资源，来增加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动机。过程型激励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关注被激励

者在激励过程中的心理需求和行为动机。通过理解和满足被激励者的期望和需求，以及保持公平和公正

的待遇，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动机和满意度，从而增强他们的绩效和组织效益。这种理论在激励高校学

生干部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3. 高校学生干部的特点 

大学生是当代青年的优秀代表，学生干部是大学生中的杰出分子，是更加宝贵的人才资源，运用激

励理论，有计划地对学生干部进行激励，促进其发生内在心理变化，给予学生干部有效的引导与鼓励，

是提高学生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有效方式(冯丹枫，2017)。学生入选干部要经过一系列的对比选

择，要具备以下基本能力才可能成为正式的学生干部。 

3.1. 任职时间短 

任职时间较短是学生干部的特点之一。由于学生干部的主要身份是学生，他们在校园管理和学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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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需要做出平衡。因此，很多学生干部会将学习和个人工作计划放在首位，以确保自己的学业进展和个

人发展。由于任职时间有限，学生干部通常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适应角色，并展示出领导才能和组

织能力。他们需要迅速了解学生组织的运作和管理流程，并与其他成员合作完成各项任务和活动。因此，

学生干部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快速适应的能力。同时，任职时间短也意味着学生干部需要高效地

管理时间和资源。他们需要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确保能够兼顾学习和工作，有效地完成自己的职责和

任务。此外，他们还需要与其他学生干部和组织成员进行密切合作，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作关系，以确

保学生组织的正常运行。虽然任职时间短暂，但学生干部通过参与学生管理和组织工作，可以积累宝贵

的领导经验和组织能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 

3.2. 学业工作双重压力 

学生干部的压力非常大，主要有学业压力和组织管理压力。学生干部因为自身的职务，要做大量与学

习无关的工作，时间比较紧凑，对于自己的专业课可能没有时间预习复习，作业堆积，导致学业压力大。 
学生干部群体要求积极奉献，起着示范作用，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权利，不能够进行强制的管理，所

以要学生积极配合，加强与老师的沟通(郑文平，2020)。除此以外，还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把个

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相结合。总之，他们为学生管理工作牺牲了很多。 

4. 激励理论视野下的学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20 世纪 80 年代，激励理论由企业管理引入高校思想政治领域，在实践探索中，证明了激励理论促

进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推进，同时，激励理论对于推进学生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具有很

大的作用。 

4.1. 激励理论在学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4.1.1. 引导作用 
导向作用是激励学生干部的首要作用。激励理论可以引导学生干部的行为(郑文平，2020)。管理者通

过激励理论对学生干部各方面的能力分析，分配合适的目标，在确定的目标指引下，引导和规范学生干

部的行为。使学生干部的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统一起来，更好的促进个人与集体的发展。 

4.1.2. 促进作用 
激励理论不仅促进学生干部个人的发展，还促进学生干部集体的发展。学生干部作为联系教师与学

生群体的桥梁，与教师的联系较多，容易获得较多的一手资源。对个人的学习、工作以及未来的规划有

一定的影响。在组织各种社团、班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生干部未来的工作、学习具有一定

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同时，学生干部在工作中丰富了个人的综合能力，培养了良好的心理素质，这对个

人的成长和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其次，学生干部之间合作与交流中，可以取长补短，学习他人的长

处，对自己的能力有一定的了解，在相互帮助中，使自己成长，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最后，激励理论

对学生干部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激励理论引导和规范学生干部的行为，同时也会约束学生干部的行为。

学生干部要将个人的目标与集体的目标统一起来，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这个主观能动性

不能说任意的，仅是满足个人的目的，而是要以实现集体目的为目标。 
激励理论对于学生干部这个集体有一定的优化作用。通过激励理论对学生干部行为的引导和约束，

整个学生干部集体便有了共同的价值观，服从于集体的目标。在学生干部相互合作完成集体目标的过程

中，学生干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仅提升了个人的能力，优化了集体处理事务的能力，还有利于集

体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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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激励理论在学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原则 

4.2.1. 公平公正的原则 
一个人所获得的绝对值与他积极性的高低无直接、必然的联系，真正影响人的积极性的因素是他所

获得报酬的相对值(杨芷英，2019)。公平是贯穿学生干部工作始终的，只有公平的机制的充分实施，才能

充分发挥学生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公平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 
一、竞选学生干部的程序要公平、公正、公开。学生干部的竞选程序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层层筛选，

不能搞形式主义。公平的竞选程序是学生干部任职的基础。真正做到用人唯贤，不仅使得学生干部用积

极的态度工作，充分发挥个人能力，还使得工作任务完满的完成。 
二、奖惩机制要公平。合理的奖惩是以供公平科学的评价为基础的，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和措施，

就会产生不公平的现象(杨芷英，2019)。合理公平地运用奖惩机制，不仅促进学生干部个人的发展，还有

利于整个学生干部集体的团结，发挥集体的凝聚力。 

4.2.2. 奖惩相结合的原则 
激励有两种——奖励和惩罚。奖励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培养人的积极情感和坚强意志，激发创造力

和竞争力，培养人的良好道德品质，促使整个社会风气好转(张翠仙，王宁军，2011)。惩罚是激励的另一

种方式，它是对错误行为的一种反馈，对人们的错误行为的约束，以及对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否定。在学

生干部工作中，要将奖惩相结合，对做得好的工作给予奖励，对不良的行为给予惩罚。只有这样才能让

整个学生干部群体对工作认真负责，不抱有侥幸心理。 

4.3. 学生干部的激励方法 

4.3.1. 目标激励法 
目标是一个人行动的出发点以及要达到的最终结果，它激励着人们努力工作。学生干部作为特殊的

一类群体，他们不仅是学生群体，还是学生干部。针对学生干部这一群体，既要结合学校的培养目标，

设置明确的、具体的目标，还要根据整个组织的要求制定学生干部的目标。本着服务同学、老师为出发

点，以组织各类活动，完成各项具体的任务为目标。在整个过程中要贯彻落实公平理论，采取奖惩措施，

各种激励方式，促进学生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干部主体能力。在工作中不断提高个人能力

的同时，促进集体的发展和团结。 

4.3.2. 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法 
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都是激励的一种手段。物质激励是以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为出发点，通过人的需

求的满足感来调动学生干部积极性，给予学生干部一定的工作动力，它是外在的动力，又叫外动力。精

神激励的范围广泛，有各种形式的表扬，各种荣誉，关心，情感等等。精神激励是满足学生干部精神和

情感方面的需求，提高的学生干部积极性的内动力，又叫内动力，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内外联

动，充分激发学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提高其工作能力。精神与物质是相互相成的，通过物质激励，学

生干部能够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而通过精神激励，学生干部会愿意去完成工作，两者结合起来，学生干

部就能以最大的积极性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滕昊，2017)。 

4.3.3. 榜样激励法 
榜样激励法是指领导者选择在这一领域中先进的、成绩突出的个人或集体，充分肯定其成就，要求

大家学习，从而激发团体成员工作积极性的方法。学生干部可以借助榜样的力量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在努力学习榜样人物的基础上突破自己，实现更好的自己。榜样人物的行为会让人不自觉地模仿甚至超

越，自己成为榜样，以此带动学生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为集体做事当作为自己做事。要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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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对学生的影响，通过自我工作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学生干部做好表率，从

而发挥自己的榜样作用，激励学生干部好学上进(林福美，2016)。 

5. 总结 

在实际的工作效果中，根据大学生干部的特点和能力进行合理设计、分配工作，老师通过熟悉了解

不同的学生干部，采取因人制宜，采用不同的激励方法，非常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干部的成长、为学生干

部构建起了更完善的知识体系使得学生干部分发展更综合全面。学生干部作为连接学校、老师和同学的

中介环节，起到协调师生关系、服务同学的功能。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的贯彻

落实，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环节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学生工作也日益凸显出学生自治等特点。随

着社会的发展，高校的育人功能越来越明显，学生干部作为连接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要不断提高自

身素质，充分发挥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作用。激励理论在学生干部工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

要发挥学生干部的中介作用，加大管理和培养，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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