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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需要心理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大

学生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基于大学生需要心理显现出层次性、差异性、矛盾性的鲜明特征探究大学生需

要心理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出从尊重学生需要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

效性、重视层次需要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坚持因需利导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这三个方面

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并提升其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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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ed psycholog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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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take the actual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Based on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need psychology, which is 
hierarchical, different and contradict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need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ur-
ther proposes to optimize the working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mprove its educational effect from three aspects: respecting students’ need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hierarchical 
needs to enhance the pertin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sisting on guiding 
according to needs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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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要心理的内涵、特征 

1.1. 需要心理的内涵 

马斯洛将人类的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

重的需要、求知的需要、审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属于基本需

要，求知、审美、自我实现属于成长需要。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基本需要一旦得到满足便会降低需求，

而成长需要会随着满足感增强产生更高的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得出，由于成长需要永

远得不到满足，人的动机也永远存在。因此，个体为了满足自身缺失需要而产生的行为活动是动机形成

的关键环节(吴越，2017)。 
需要动机理论认为，动机是一种内部心理状态，它引发了人的一切有意识的行为活动并使这项行为

活动发展趋向一定的目标以满足自身需要。也可以说，个体感到缺失某种需要时就会产生某种行为来满

足相应的需要，存在需要缺失是产生动机的前提。如果某种预期行为活动能够满足个体的自身缺失需要，

那么个体就会产生参与这项行为活动的动机，动机能够激励个体完成此项行为活动并以此获得弥补缺失

需要的满足感，进一步强化了个体持续该行为活动的动机。 

1.2. 大学生需要心理的特征 

大学生需要心理指的是大学生对于自身生存、生活和发展所必要的客观事物所产生的心理反应，表

现为对外部客观事物的渴望和诉求，是大学生渴望满足内心某种缺失需要所呈现出的一种心理倾向。简

单来说，这种需要心理就是大学生对其生活发展、学习规划中必要条件的依赖和渴求，也成为促使大学

生进行各项行为活动的原动力，是人行为活动过程的心理起点(梁纯雪，2015)。它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生需要心理具有层次性。根据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三个层次，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

展需要来看，人的需要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基于满足生存条件后产生享受生活的需要，发展是最高层次

的需要。大学生也不例外，当大学生基本生存需要满足后，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期望得到尊重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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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尊需要。大学生最高层次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激发自己的潜能完成某项任务或达到某个目标实

现能力展现的满足感。 
第二，大学生需要心理具有差异性。由于成长环境、家庭教育等各方面的不同，大学生作为独立个

体存在产生的需求也有显著差异。大学是学生生涯过渡到社会工作的重要阶段，然而每个人的心理成长

阶段并不同步，因此大学生群体会产生广泛多元的需要，例如：安全健康需要、储备技能需要、荣誉自

尊需要、就业升学需要、梦想实现需要等等。 
第三，大学生需要心理具有矛盾性。大学生需要心理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个人需要内部矛盾、个人

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大学生内心需要与其实际行为的差距构成个人需要内部矛盾。由

于心理不够成熟、社会经验不足以及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导致大学生在满足需要和付诸实践之间

存在误差，行为随着需要的转化而偏离原定计划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强，能够

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首位，但个人需要往往促使其在思想、行为上先行考虑自身，导致个人需要与社

会需要相互制约体现出矛盾的心理状态。 

2. 研究大学生需要心理的必要性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心智成熟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周围环境的影响，大学生心理自我意识不断增

强的同时也会产生更为广泛的心理需要。正确教育、引导学生的必要前提就是研究把握大学生的心理需

要，重视其心理需求，才能帮助其实现自我(董静，2023)。具体来说，研究大学生需要心理的必要性体现

在能够帮助大学生明确发展方向、提升幸福感、实现全面发展这三个方面。 
第一，引导大学生发展的正确方向。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网络社交平台信息广泛，大学生接受

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思想极易受到错误价值观的影响而迷失方向，产生不合

理的心理需要。例如，受消费主义影响过度追求物质需要、受拿来主义影响失去自我实现的动力等等。

因此，研究大学生心理动态及时发现不合理的心理需求并给予引导，灌输正确价值观念，用自我拼搏、

自我奋斗来满足自身心理需要。 
第二，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幸福感。心理满足程度与所获幸福感呈正比例关系。需要是行为的原动

力，某种行为获得成功便意味着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此时幸福感会提升。大学生的需要具有层次性、差

异性，对于不同成长环境的学生在各个时期所产生的需要也是不同的。研究大学生共性需要的同时关注

学生的个性需要，使心理引导更具针对性并实现大学生群体的共同进步发展，二者相结合帮助大学生确

立奋斗目标，满足其成长需求以此获得幸福感(李莉，2018)。 
第三，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

发展涵盖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生理素质等等。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至关重要，

及时引导并满足其合理需要，使大学生充分发扬个性的同时实现全面和谐发展以获得自我成就感。因此，

研究大学生需要心理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环节，心理需要的满足也为大学生德育、智育、美育

等方面的发展提供助力。 

3. 大学生需要心理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3.1. 影响大学生需要心理的原因分析 

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业余活动丰富多彩，乐于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挑战，需要心理也呈现出多元

特征，但由于生活经验不足导致其缺乏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思想心理方面更易受到内、外

界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大学生自身特点、教育者引导方式、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大学生自身特点是影响需要心理的内在因素。大学阶段是一个特殊成长时期，大学生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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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学习方式较之以往都发生巨大转变，因此大学生具有鲜明独特的心理特征，表现为独立意识、自尊

意识、自由意识的增强等等，这种心理需要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引导得到正向的反馈与满足。 
第二，教育者引导方式是影响大学生需要心理的关键因素。大学生需要心理引发其行为活动的终极

动因。教师往往更加重视提升专业技能和丰富教学内容，忽视了将大学生阶段性真实心理需求与思想

教育引导方式相结合。教育者应当搭建起直通学生心灵的思想桥梁，了解其真实心理需要的基础上加

以必要的心理指导，不仅能够解决大学生实际心理问题助其人格完善发展，更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效性。 
第三，社会环境对大学生需要心理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前社会环境纷繁复杂，经济全球化、网

络信息化与世界多元文化并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需求的基本满足，大学生追求实现更高的经

济利益使得需要心理呈现功利性倾向，一旦脱离社会利益并将个人利益最大化，将出现集体观念弱化、

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想。这就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利益所得以及个人利益的实

现方式。网络环境中良莠不齐的信息也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影响，导致个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极

大增强的同时过度热衷于追求个性化发展，对于自制力欠缺的大学生来说，网络不良信息会影响其保持

健康的生活心态，甚至是正确价值观的建立。 

3.2. 需要心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需要是推动人的思想行为产生的原动力，催发、引导、转化、强化人的需要心理并尊重、满足人的

心理需要，从大学生的需要动机出发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极其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处于不

同阶段具有不同层次的不同需要，根据需要动机心理原理有针对性地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方

法有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制定离不开需要的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侧重于对人的思想道德

品质方面的要求，具有明确方向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个人需要，还要考虑社会需要，

将社会的方向性要求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落实到每个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目标中，结合教育对象

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不同需要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开展要适应教育客体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与学生内在需求相

结合以适应教育对象的需要，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个性与活力(胡凯，2007)。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

深入了解大学生需要特征，准备符合大学生心理特征的德育方式及内容，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引

导学生产生特定的道德需要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完成教育目标。 

4. 需要心理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 

4.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学生需要的主体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学生需要的主体性具体表现为理念滞后、方法老旧。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多着眼于社会需求，重视教育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忽视了大学生的主体性需要。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内容方式在以适应社会发展为目标理念的引领下，不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压抑了学生

的个性与创造性(杨峰，李丽丽，2020)。另一方面，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往往强调统

一的目标模式教育学生，以思想统一、步调统一、理想信念统一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学生作为主体性存

在的内心需求，缺乏从学生的角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意识和能力。大学生群体具有极强的独立意

识，渴望掌握人生主动权，因此强调教师主体地位、忽视学生主体性需要的传统灌输型教育方式无法调

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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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轻视学生需要的层次性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个体需要具有层次性，个体对与需要的满足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

递进过程。大学生只有在满足基本生存与安全需要的基础上，才会产生较高层次的对于获得自尊和自我

实现的需要(周华，李迎丽，2023)。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针对大学生层次需要的衔接渗透工作上并

未完善。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注重学习成果和思想道德提升，对于其他层次方面需要不够重视。

例如，少数学生存在基本生存需要不能满足却未得到帮助的情况，容易导致心理失衡出现心理问题，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及时关注学生成长状况、心理变化，从多方面给予其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多仅限于课堂传授和活动开展，并未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学生

课后生活状态知之甚少，也不利于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4.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忽略学生需要的差异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忽略学生需要的差异性特点具体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会出现“一刀切”的现

象，缺乏针对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指的是在教育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包括个人素质、

行为习惯、家庭环境等等，充分了解个体需要差异并及时调整方式方法进行针对性的教育。目前，由于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数量有限，还不足以针对每一位同学都形成系统的教育方案，只能根据大学生

阶段性身心特点采取笼统教育方式完成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在此情况下心理敏感脆弱或存在特殊

需要的学生可能无法得到及时的关爱与沟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特殊群体延迟发挥正向引导作用。 

4.4.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学生需要的发展性 

发展性是大学生需要中最值得关注的特征。大学生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学习阶段，思想易受

到多方面影响发生变化，推动其产生的需要也随着认知丰富朝着提高和完善自身的方向发展。目前，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活动内容的设计上缺乏对大学生需要发展性的引导。一方面，缺乏对于学生精神

和心理世界的关注以及进行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方向指引，教学活动内容的空洞说教无法激发与学生

在情感上的共鸣，脱离学生内心世界和生活实际的教育内容也无法起到现实指导作用(刘飞，2022)。另一

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题单一，无法与学生需要发展性相契合。开展教育活动主题固定于爱国主义

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等，学生无法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发展个性和实现自我提升的实践机会。 

5. 基于大学生需要心理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化路径及实际效果 

5.1. 尊重学生需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大学生的合理需要是指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道德规范的需要，反之即不合理需要。思想政治

教育要以了解、尊重、满足大学生合理需要为基点，在全面掌握学生心理活动的基础才能科学组织教育

内容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动积极性，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管秀雪，

2016)。一方面，建立沟通机制以了解大学生合理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善于运用科学有效的沟通

方式深入走进学生生活，有助于增强情感互动并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进而深入且全面地掌握学生心

理动态，真正走进学生内心，满足学生需要，促其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创新教育内容以满足大学生合

理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必须着眼于解决大学生心理真实需要和实际问题，选择人文性强且能

激发学生兴趣、引起情感共鸣的教育内容。 

5.2. 重视层次需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贴近学生生活，根据学生所属不同层次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在基本物质生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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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对生活贫困的学生给予保障资助；在精神需要方面，着力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思想道德观念，

追求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在实际工作中关注大学生精神生活提供人文关怀，帮助内心敏感的学生融入

群体生活并增强归属感和安全感；在自尊需要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尊重学生主体性地位，培养

学生自主参与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妄自尊大的学生应当培养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引导

其正确认识自我、尊重他人；在发展和自我实现需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用科学正确的理论武装学生、

纯洁高尚的精神塑造学生，在发挥鼓舞、激励作用的同时为人的发展和实现价值创造条件。对于处于求

职过程中感到焦虑、迷茫的学生要注重引导其树立正确择业观，鼓励其克服恐惧、增强自信心并帮助学

生清晰定位未来职业发展道路，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 

5.3. 坚持因需利导，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坚持因需利导，正确处理大学生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关系是实现思想政

治教育目标的关键。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辩证统一，社会需要为个人需要提供方向指引，个人需要也集

中体现于社会需要之中，因此在实际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采取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的教育方法

(王彬，2020)。一方面，甄别大学生提出需要的合理性，发挥心理调节作用。对于学生出现不合理、不切

实际的心理需要时进行必要的说服教育，帮助大学生理性分析个人需要并给予积极疏导。另一方面，强

化学生的集体意识，认识到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具有不一致性。在二者出现冲突时，遵循个人利益服从

于集体利益，在努力实现自身高层次需要的同时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从而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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