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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信息传播等技术不断发展进步，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变化。本文

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为基础，针对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通过对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和

应用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积极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激发大学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力，促进其全面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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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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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ra is facing new chang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apply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of college stu-
dents, and promote their all-roun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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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从传统的灌输式

教育向更加开放式、自主化和多元化的教育方式转型升级，激发大学生的内在潜能与积极心理，培育大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创新精神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这一现实背景之下，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

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2. 积极心理学的内涵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提出的积极心理学是一种研究人类积极心理的新

领域，主张从正面角度研究人类积极心理特征与行为，关注个体的幸福感和潜能挖掘，培养积极情绪、

积极思维和积极行为的习惯。 

2.1. 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积极心态 

个体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是积极心理学研究之一。对于积极情绪，1998 年 B∙L∙Fredrick 关于积

极情绪提出了拓延–构建(broaden-and-build)理论，认为某些离散的积极情绪，包括高兴、兴趣、满足、

自豪和爱，都有拓延人们瞬间的知–行(thought-action)的能力，并能构建和增强人的个人资源，如增强人

的体力、智力、社会协调性等(刘伟，李子洋，马志强，2019)。同时，其他资料也表明，积极情绪拓延了

知–行的个人资源，而消极情绪则减少了这一资源，而且积极情绪有助于消除消极情绪。大学生处于由

学校迈向社会人生的一个转型关键期，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积极的心理状态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大学生的立场与角度出发，关注其的心理需求和心理健康状况，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他们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 

2.2. 注重个体成长的方式和过程 

积极心理学注重个体成长的方式和过程，强调个人的积极特质、心理资源和潜能的发展。它关注的

不仅仅是问题和困扰，更关注个体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成就。首先，积极心理学

鼓励个体关注自身内在的优点、价值和潜能。通过培养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个体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

的需求、价值观和目标，从而在成长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发展自己。其次，积极心理学倡导培养成长型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837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欧文文 
 

 

DOI: 10.12677/ap.2023.138377 3047 心理学进展 
 

思维，即相信个体的能力可以通过学习和努力得到发展和提升。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激发个体在面对困难

时坚持不懈、追求进步的动力，从而实现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最后，积极心理学鼓励个体设定具有积极

意义和挑战性的目标，并通过自我驱动来不断追求和实现这些目标。个体通过制定清晰的目标、行之有

效的计划，并坚持自我完善和自我反馈，从而实现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2.3. 鼓励积极意义下的学习和生活 

积极心理学鼓励积极环境意义下的学习和生活。建立积极的社会、家庭和学校等系统，从而使人的

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最充分的幸福。基于群体层面的积极社会环境主要研究人类幸福的

环境条件(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影响天才发展，创造力的体现、培养、发挥等社会环境因素上。Williams
等人的研究证实：当孩子们的周围环境和师友提供了最优的支持、同情和选择时，他们最有可能拥有良

好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反之，这些孩子容易出现不健康的情感和行为方式(刘伟，李子洋，马志强，

2019)。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应当鼓励学生树立以学习为乐的观念，培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让

其在积极的环境中塑造成为热爱生活、善于创造美好生活的人。 

3. 积极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契合 

积极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体的心理健康、幸福

感和积极发展，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他们的思想

素质和综合素养，明确积极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思政教育价值分析的理论基

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究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3.1. 积极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 

首先，积极心理学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并重视积极情感、流畅体验、个人优势和意义的追求。大

学生面临着学业压力、人际关系、职业选择等挑战，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可以为他们提供应对困境、增强

心理韧性和积极应对的方法和策略，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其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和个人的社会责任。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体的人生

意义感和目标追求，通过培养学生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感和目标设定能力，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和追求人生的意义，从而增强他们的内在动力和幸福感。最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体与社会的联系和互动，认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和为他人做

贡献是提升幸福感和满足感的重要途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可以认识到自身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等，实现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通过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和方

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心理健康、意义追求和社会责任感，从而全面提升他

们的思想品质和综合素养。 

3.2. 积极心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分析的理论基础 

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体的心理健康、自我实现、社会认同和意义追求的重要性，而思想政治教育正是

在这些方面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和培养的重要途径，其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分析提供了依据。 

3.2.1. 精力资源理论 
积极心理学认为个体的精力资源是实现积极心理和幸福感的重要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指导他们合理分配和利用精力资源。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可

以更好地认识自我、明确目标、增强动力，从而有效管理自己的精力资源，培养积极心态和健康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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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我实现理论 
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和个人优势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思想素

质和综合素养，引导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和全面发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和激

励，学生可以发掘和发展自身的优势，增强自信心，追求个人的成就和满足感。 

3.2.3. 社会认同理论 
积极心理学认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对于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至关重要。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正

确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责任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学生可以建立积极的社会认同，认识到自身作

为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和服务他人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双赢。 

3.2.4. 意义追求理论 
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体对意义的追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人生的意

义和价值，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追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启发，学生可以思考人生的意

义和价值，找到自己的使命和目标，从而增强内在动力和幸福感。 

4. 积极心理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探究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我们应关注积极心理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的广泛应

用情况。 

4.1. 积极心理学在激发大学生内在动力方面的应用 

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体的积极心态和内在动力，关注个体的优点、长处和潜能，在新时代的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中，激发大学生的内在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首先，积极心理学强调培养乐观的心态。大

学生面临着学业压力、就业挑战和未来迷茫等多种，这些压力常常会对他们的内在动力产生消极的影响。

很多高校开设心理辅导课程，设立心理健康节等，组织多种多样的活动去帮助大学生建立良好的心理状

态，培养乐观的心态，帮助大学生看到困难的背后可能存在的机会和积极的一面，鼓励他们积极面对挑

战，增强内在的动力和韧性。其次，积极心理学注重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激励。大学生可以通过积极

自我对话和积极自我反思，增强对自我的认知和理解。同时，积极心理学鼓励大学生通过设定目标和制

定行动计划来激励自己，提高自我效能感和动力。大学生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对于自我、社会和未来

的认知和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寻找人生意义和目标、发展个人优势和激发内在动机，例如鼓励学生参与

西部计划、支教、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大学生可以在成长过程中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

和内在动力。最后，积极心理学倡导正念和感恩的实践。正念是指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经验和感受上，

而感恩是指对生活和他人的感激之情。通过正念和感恩的实践，大学生可以提高对自己和他人的关注和

感知，培养内在动力的源泉，并以积极的心态和态度面对生活的各个方面。 

4.2. 积极心理学在促进大学生自我认知方面的应用 

大学生的自我认知是个人发展和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积极心理学为大学生的自我认知提供了一种

理论框架和方法，有助于他们更全面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优势和特点积极心理学的方法之一是“优

势心理学”，其认为人格特质难以干预，但是可以通过测评工具准确识别优势领域，在优势领域专注发

展，扬长避短而不是取长补短(汤姆·拉思，唐纳德·克利夫顿，2005)多数高校入学时会对大学生心理健

康进行测试，利用网上心理测评测试出自己的人格特质与性格优势，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发挥出自身优

势。首先，鼓励大学生通过意识到自身的优势和潜力，增强自我肯定感和自信心，提升对自己的认知和

评价，从而根据个体的特点和优势帮助其认识并发展自身的优势。其次，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体的自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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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自我探索。大学生在探索自我身份和职业选择等方面常常面临困惑和挑战，通过日常反思练习和写

作随笔，大学生可以更深入地明确自己的内在需求、价值观和目标，从而促进自我认知的深化和成长。

此外，积极心理学提倡积极的自我对话和自我话语。高校设立心理健康中心，大学生可以在此学习如何

发展积极的自我对话模式，鼓励自己、赞美自己并改善对自己的评价，这种内在对话的积极性和建设性

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自我认知和情绪状态。最后，积极心理学注重正向心理资本的培养。正向心理资本

包括希望、乐观、坚韧和自尊等素质，通过培养积极心态和情感调适策略，大学生可以改善对自己的认

知、情绪和态度，对自我认知进一步明晰和自我效能感的进一步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学习、就业、生

活等多方面的挑战。 

4.3. 积极心理学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方面的应用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和职业成功至关重要。积极心理学作为一门关注个体积极特

质和心理资源的学科，为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参考。积极心理学认为开放心态和

愿意尝试新事物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基础，强调开放心态和愿意尝试新事物的重要性。学校利用校园环境、

心理课程以及多种活动为契机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培养学生开放创新的心态。通过积极的心态，

大学生能够更好地接受新观念和挑战，愿意探索和尝试新思想和方法。其中，培养“成长型心态”下个

体通过相信自身的能力和努力可以产生积极的变化，使大学生更有勇气和动力去追求创新和探索未知领

域。积极心理学鼓励个体坚持积极的情绪和乐观态度，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积极的情绪可以增加大学

生的灵感和创造力，乐观态度使大学生对创新过程保持积极的期望和态度，能够更好地应对失败和挫折，

不断提升创新能力。积极心理学通过强调个体的优点和潜能，帮助大学生建立积极的自我评价和自信心，

同时通过设定可行的目标和提供支持和反馈，积极心理学还可以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更加有

信心去应对创新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 

5.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展望 

借鉴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和方法，推动新时代背景之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升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是我们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5.1. 更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针对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取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表达范

式(赵冬鸣，张蓓蓓，2023)，侧重问题的回答解决，无法以人本主义思想来看待进而发挥个人的主体优势。

首先需要转变教育理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借鉴积极心理学的理念方法，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努力更正传统心理学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过度关注个体心理问题、心理缺陷和心理伤害治疗的弊

端，更新教育理念，通过唤醒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探讨幸福感、满意感和快乐感，建立积极的乐观态

度和对未来的希冀。我们应该着眼于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激情和技能，让他们在个性化的过程中获得最

佳的发展，培养出健康的人格，让他们在社会上有更多的责任感，使学生成为自觉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中坚力量。 

5.2. 营造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积极心理学不仅关注个体的积极情绪和正面特质的培养和养成，还强调建立积极的社会、家庭和学

校等系统，营造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构建积极组织系统从而使个体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并感受到

最大程度的幸福。威廉姆斯等人的研究证实，当周围环境和老师、朋友都提供了最优的支持、同情和选择

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才能够实现相互促进(柳礼泉，肖冬梅，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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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长期以来忽视了对积极教育环境的建设。当前要主动打破思想政治教育环

境建设仅指校园建设的固有观念，通过构建学校、家庭的双向教育环境综合环境形成教育合力，进而从

根本上提升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和长效性。就学校思政教育环境构建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要

与学校管理层联合起来，树立全方位树立教书育人、服务育人和管理育人的“三全育人”理念，并将这

一理念渗透到所有课程和各个环节中，整合学校资源从而创造积极健康的校园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在

完善家庭思政教育环境方面，家长要创造积极正向的家庭文化氛围，给予学生更多积极的暗示与支持，

利用特殊节日等有纪念意义的时间，使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开展纪念活动，营造健康向上的积极氛围，

促进家校之间的沟通交流，建立积极双向互动机制从而增进教育效果。 

5.3. 创新引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学会挖掘、肯定学生个人的积极品质，培育学生形成乐观型解释风格，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有着重要作用。积极心理学向世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念：人生来就

有积极的心理元素，真正积极的、美好的人性品质就在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人的积极心理因素是人赖

以生存与发展的内驱力(崔昌淑，2014)。充分利用积极心理学理念，学会挖掘、肯定学生个人的积极品质，

培育学生形成乐观型解释风格，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意义重大。

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带领他们从积极行为体

验入手，循序渐进地塑造积极的人格品质，并外化为具体行为(吴善亮，2022)。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应从挖掘和培育现代大学生正能量的基本理念出发，探讨大学生自觉

地以积极人格和心理去主动地获取先进思想理念和文化价值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活动机制(陈银平，2015)。
积极心理学所倡导的乐观型解释风格以及积极人格理论等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更为新颖、

更为丰富的教育方法。一方面，运用积极人格理论变革传统教育模式，学会挖掘、肯定学生个人的积极

品质，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自尊，增加学生归属感，营造安全感。另一方面，通过采取乐观的态度和思

维模式，我们可以帮助学生在遇到挑战、失败和挫折时保持积极的情绪，并利用这种方式让自己摆脱消

极的情绪，以便能够更加坚强地应对日常的挑战。 

6. 结语 

本文对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与分析，可以得出积极心理学在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通过运用积极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可以有效激发大学生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他们的自我认知与实现能力，培养创新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推动大学生全面成

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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