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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心理学是专门研究教育过程中心理发展特点的社会心理学，意识形态教育则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和

上层建筑的构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针对我国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境，借助

教育心理学工具，结合教育心理学理论、思维和环境提出对策，为增强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实效提供重

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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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s a social psychology that specializ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
c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perstructure. Aiming at 
some problems and dilemma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this paper pro-
poses countermeasures with the help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ools, combined with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eory, thinking and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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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心理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联系日益紧密，依托心理学开展高校意识形态

工作，解决大学生意识形态困境，以提高育人方针的实效性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工作重心。 

2. 教育心理学视域下影响大学生意识形态的主要因素 

当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不断扩大，加之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正处于信息爆炸

的态势中，大学生作为互联网开发的主要受众群体，其思想更容易受到不良意识形态的冲击，这就造成

了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困境现状。基于教育心理学理论，这种困境是多方影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主要包括政治认同感、文化认同感、民族认同感三个方面。 

2.1. 政治认同感 

通过分析学者对政治认同的界定，可以发现“政治认同感”属于心理学范畴，与社会成员自身的心

理活动密切相关，主要指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认知和赞同(吕
元礼，1996)这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归属感，政治认同问题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安全、国家发展环境稳

定，因此被学者认为是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江和原，李景平，叶明，2022)。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

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飞速进步，原有的国民政治认同体系不再符合新时期社会的需求，加之当前对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深度不够，直接导致了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偏差问

题出现。我国社会的开放程度空前提高，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在文化交流中更加频繁激烈地碰撞。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政治认同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状况，而教育心理

学主要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心理特点为研究对象，为探究如何提升大学生政治认同感的

心理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帮助其树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主流价值观，形成完备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

念，这不仅关系到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建设的效果。 

2.2. 文化认同感 

文化认同感是当前心理学领域中诸多学者密切关注的话题之一，我国学者大都认为文化认同具体来

讲是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个体认知、情感和态度，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

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董莉，李庆安，林崇德，

2014)。文化认同问题对于构建国家民族命运共同体、使中国自立于世界之中至关重要。近年来，多元化、

现代化的媒体传播工具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效率，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有了更加

便捷的途径。大学生群体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很强，很容易就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

点侵蚀目标。与此同时，大学生面临的主要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培养，缺乏自觉接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大都仅仅停留在短视频和电影、电视作品的表面内容，随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526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韩心怡 

 

 

DOI: 10.12677/ap.2023.135268 2174 心理学进展 
 

着时间推移这种表层的认识和理解逐渐模糊甚至遗忘，直接导致了大学生在文化价值认同方面的薄弱。

中华文化认同心理是知、情、意、信、行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过程，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教育心理学理论表明，个人的认知水平受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学习方法等因素影响存在个体差异，而

教育的意义则在于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观(王华敏，夏一鸿，罗琴，2022)，他们能否有效将传统文化

与现时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实现创新性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命

运的重要问题。 

2.3. 民族认同感 

民族认同，即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学者认为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意识范畴(张积家，冯晓

慧，2021)，斯大林将其解释为社会生活中同一民族背景的人感觉到大家属于同一个集体的意识和心理，

这种认同心理对于保持民族共同体至关重要并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进一步深入，我

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日趋深入，同时也使得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各种媒体手段对中

华民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活动的步伐越来越激烈，民族认同问题逐渐成为多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关注的问

题。在心理学领域内，认知、情感和意志，是个体三种基本的心理活动形势，而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

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心理就是学习、领悟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理论观点的过程，需要经历认知认同、

情感认同，最终才能上升到意志认同，这是民族认同观念从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的必经之路(李媛媛，魏

晓文，2022)。大学生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和引导，在理性上能够做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各民族

人民，但是在情感态度上依旧出现了认同感疏离的问题。究其根本在于，改革和开放的不断深入带动了

经济基础的进步，随之产生了上层建筑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开始觉醒，民主意识越来越强，对权利平等

和政治参与的主张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3. 教育心理学在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中的创新应用 

教育心理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落脚点都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二者完美契合旨在为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强有力的基础。在教育心理学背景下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

育，通过借鉴教育心理学理论，借助教育心理学思维，借力教育心理学环境，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实现其道德品质与实践能力的协同发展。 

3.1. 借鉴教育心理学理论，完善意识形态教育内容 

教育心理学理论一再表明，大学生的学习动机、过程和效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学习心

理是该领域的核心内容。借鉴教育心理学相关理论，探究教育过程中影响育人效能的主要心理因素及意

识形态教育对学生心理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拓宽意识形态教育思路，完善意识形态教育内容。教师在意

识形态教育过程中，需要准确把握教育心理学的理论核心，尤其将教育需要理论和教育情感理论应用至

教学行为中，充分适应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 
首先，作为受教育者主体的大学生在不同的具体学段具有不同的主要心理需求，教师应当充分把握

需求导向，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定时间内符合学生心理需求的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充分发挥价值导向的积

极作用。例如，大一学生初入校园，对新的生活环境还具有一定的陌生感和不适应，此时应当加强对其

的环境心理疏导，帮助快速适应新一阶段的学习生活。大二学生的心理需求则侧重于集体意识和集体归

属感等方面，教师可以组织开展集体活动，在活动中加强人际关系教育。大三作为毕业的前置学段，此

时学生应当充分认识到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教师可以开展道德品质、责任意识教育。大四阶段，学生

主要的心理困扰又转变为就业与升学的选择问题，教师可以着重开展心理辅导和情绪疏导，为其做出正

确的选择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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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为教育者主体的高校教师应当丰富情感储备，提高自身共情意识与共情能力。教师想把学

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首先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安全的知识基础固然重要，

但情感力才是激发个体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只有具备高效的情感感受能力，才能在意识形态教

育过程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和成果(卢家楣，2015)。因此，教师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应当渗透真实情感，联

系生活实际，增强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意识与担当意识，同时帮助其应当厘清个

人的社会坐标，坚持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社会责任与自我责任的统一。 

3.2. 借助教育心理学思维，革新意识形态教育方法 

传统意识形态教育方法多采用教师单向传授的方式，只注重书本知识的灌输，学生缺乏参与性和互

动性。教育心理学思维能够深入分析大学生智力、认知、情感、社会和道德等方面的特征，理解他们对

意识形态教育的心理需求，以便更好地设计符合大学生心理特征的意识形态教育方法(窦凌，丁婷香，

2022)。例如在融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教学媒介的更新，将新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融

入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创新“互联网+”教育模式，提供更加新颖和现代化的教育手段，能够有效增强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此外，利用教育心理学思维，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掘意识形态内容的时代价值。意识形态教育不仅是

传达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判断。意识形态教育方法的革新就要

求老师充分了解学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这就需要教育者从学生身边触手可及的优秀典范出发，通

过开展优秀毕业生代表、杰出校友事迹等分享活动，深入挖掘这些活动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和精神内涵，

鼓励学生积极了解身边的优秀人才、主动参与到校园文化活动中去，并提供正向的激励和反馈，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达到良好的意识形态教育成效。 

3.3. 借力教育心理学环境，引领意识形态教育导向 

狭义的教学环境指进行教师教与学生学的物理环境，而广义的教学环境除此以外还包括了学生群体、

师生关系以及学生问题行为的影响与控制等心理因素。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

在校园，想要取得实效，离不开课内外教育环境的影响，必须将课堂教学和课后实践有效结合(杨秀清，

2022)。营造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良好教育环境，充分发挥意识形态教育的导向作用，不仅有利于帮助

大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同时也对其完整人格的培养起到积极作用。 
一方面，加强师生合作意识，优化课堂教学环境。课堂环境作为一种隐性教育因素，充分利用并发挥

其积极作用，平衡教学主体和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对于大学生三观的塑造和身心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教师应当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在充分尊重大学生个体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大学生的心理诉求，重释大

学生能够接受、认可并内化为自身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内涵，培养大学生应对意识形态侵蚀的思维能力。 
另一方面，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优化课后实践环境。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利用融媒体

平台主动开发教育的创新形式，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进行拓展，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有机结合，用其

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实践活动，如组织参观博物馆，开展主题活动日，有效提升意识形

态安全教育的实效性。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从表层看是一种认知性的教育，但考虑到所有的理论都离不开

具体的实践活动，因而想使得大学生真正理解和内化这些理论知识，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观念，必须通

过开展校园实践活动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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