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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政课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在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对如何提升高校思政课的有效性和时效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讨论。而

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教学情境中教师和学生以及二者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规律的科学，对高校思政

课教学的落实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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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main way to carry out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
vating students’ world outlook, life outlook and values. In recent years,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deeply thought and discussed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timeli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s a science that studies the 
psychological law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context and their interaction, 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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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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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中流砥柱，只有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才能使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立于不败之地。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指导下，高校思政课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总体而言，大学生的思想信

念和价值观都是正面的。但是，如今的社会发展迅速，信息传播也越来越快，各种各样的思想价值观也

在不断地融合，对于思想活跃，价值观还没有完全成型，社会阅历尚浅的大学生们来说，如果得不到正

确的指导，他们很可能会在思想上迷失方向，甚至误入歧途，这就给高校思政课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具

体来说，一方面，现在的大学生身处价值多元的环境，主流文化与亚文化、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先进

文化与落后文化相互交织，容易被巨量信息流所裹挟。另一方面，面对各种来源不明、杂乱无章、快速

易变的信息，基于热点问题的多种立场和多种文化的解读，处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关键时期

的大学生容易随波逐流、摇摆不定，在网络的裹挟下失去判断力，形成错误的认知(陈芳媛，2023)。而教

育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心理与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它与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教学基本规律相

一致。为此，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应把教育心理学作为切入点，从大学生的思维现实出发，探索一条

行之有效的道路。 

2. 教育心理学与高校思政课的关系 

教育心理学是专门研究学生学习心理活动规律的应用型学科。思政教育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及

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教育的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必然伴随学生学习心理活动的变化(李萍，2023)。目前，

高校思政课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在诸多可借鉴的学科中，教育心理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1. 教育心理学概述 

教育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独立分支，是心理学和教育相结合的产物，教育心理学已有百年的历

史。其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指在教育过程中会产生的各类心理问题和心理规律等，它集中体现在了教

学情境的教与学这两个主要互动的基本心理规律上。教学和学习的互动过程是由学生，教师，教学内容，

教学媒体，教学环境等五个因素组成的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都是存在心理规

律的。据此，可把教育心理学作如下定义：教育心理学是研究学校学习情境中的学生和教学情境中的教

师以及他们互动时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冉苒，2003)。“教育界有很多人非常重视教育心理学，但

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教师只需要掌握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知识，就可以进行有效教学……在我看来，教育

心理学是所有教育的核心。这是预备教师了解学生如何学习、学生如何被激励以及儿童和青少年如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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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如身体发育、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道德发展等)的一个途径。”(艾瑞克·安德曼，马淑风，姜怡，

杨向东，2022)同时，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认为教育心理学是伴随着教育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旨在通过

了解人性，改变人性从而实现教育目的。由此可见，教育心理学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2.2. 高校思政课概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立德树人的使命与责任，不断地为党和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时代精神引领与正确价值导向(刘同舫，2021)。高校思政课是高校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不仅要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时也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达

到立德树人的目的。高校思政课的宗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铸魂育人，以此提高大学生的使命

感，使大学生能够系统地、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高大学生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做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可信赖的

接班人，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证。高校思政课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在主义基

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等，

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属性和育人功能。 

2.3. 教育心理学与高校思政课的关系 

通过对两者概念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心理学研究证明，在一个人

成长、成才所受到的影响中，智力因素仅占 25%，而非智力因素占 75%之多，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是学生

成长成才的关键所在。因而将教育心理学的有关内容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之中，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能够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展开，提升高校思政课的有效性。 
一方面，二者有相同的教育对象。高校思政课程是高校思政课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思想，通过一定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影响，帮助他们树立

正确的三观，以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衷。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教育教学情境中教与学的基本心理

规律的科学，它主要研究教育教学情境中师生教与学相互作用的心理过程、教与学过程中的心理现象。

毫无疑问，从这点来看，二者是具有相同的研究对象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之间是存在共识的。 
另一方面，二者都有相同的目标。从思政课教学的角度而言，思政课教学的目标明确，即旨在为党

和国家培养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人，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而教育心

理学则通过运用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原理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学校教育情境中学生学习的各种心理学

问题，如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条件、学习动机、学习结果的测量与评价，不同领域的学习等，并为解

决各种相关的问题提供依据和策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不论是教育心理学或是高校思政课，二者

都旨在通过解决学生在认知、情感以及意志等多方面的问题，来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促进学生

全面健康的发展，培养党和国家所需的时代新人。因此，就为国育人的目标而言，二者从本质上来说

一致的。 

3. 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教学中的运用现状 

教育心理学是一门将心理学与教育学相结合的学科，它的定义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宏观

的理论框架、微观的实证分析、理论推理等。它不仅仅局限于理论，而且还涉及到实际的教育行为(孟醒，

2023)。目前，教育心理学已在高校教学中广泛运用，在教学开展的过程中，高校多是从微观的角度入手

的。教育心理学在高校的运用不仅能够协助教师更加高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同时也能够使学生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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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掌握教学知识，在保障教学效果的同时促进学生更好地全面发展(缪玉，2022)。尽管各我国各地高校已

经逐步将教育心理学的理论运用于教学过程，但是这些理论的实际应用仍然有待加强。许多高校仍然停

留在表面的理论部分，对于学生的实际心理状况了解不够，无法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较为典型的

是教师对于学生情感教育的忽视，以及对学生的引导不够等问题。 

3.1. 教师忽视情感教育 

由于受到传统教育制度的影响，高校老师在进行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时，并不能充分地意识到情感

教育的重要作用，仍然会选择以传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为主要目的，不能有效地运用与教育心理学有关

的知识和内容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在思想政治课程的考核方式上，部分高校依旧以传统的方式

对课程内容进行考核，一张试卷就可以评定学生的学习效果。这种教学和课程知识的考核方式对学生造

成了极大的影响，忽视了对教学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以及课程内容的理解和内化，从而影响到该课程教学

效果的提升(俞国良，2018)。学生们更加在意期末试卷上的分数而非这种学习的过程，学生忽视了在学习

中的情感体验，忽视了对具体课程内容的理解，这种行为无疑是不利于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的，甚至会

适得其反。 

3.2. 教师缺乏有效引导 

在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学生的情感体验差是大多数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教

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无法认识到情感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忽略了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情感体验差

的问题进行有效引导(武文斌，2021)。学生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其参与的程度直接决定了思政课程有

效性的高低。但当前思政课程的教学仍存在填鸭式教学的现象，授课教师只按照自己的课程内容向学生

讲授，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使学生感觉到课程缺乏互动，课堂气氛沉闷，缺乏活力(韩茹，刘业鑫，

吴伟伟，李日强，2023)。这种灌输式的教育不仅并不能让学生理解并吸收教学内容，还容易造成学生学

习的积极主动性不高，容易在课堂上出现玩手机、打瞌睡等情况。面对这种现象，许多教师并没有及时

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没有起到引导学生的积极正向作用。 

4. 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伟大的瑞士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在人的一生中要在他固有的人格基础上，最大限度

地它的多样性、连贯性和和谐性。”(江晓晖，2017)高校思政课正是通过影响学生的思想与行为来达到立

德树人的目的。教育心理学的运用不仅能够提高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同时也能够增强说服力，让学生

由内而外真正地理解并领悟，因而教育心理学的运用是势在必行的。 

4.1. 注重运用首因效应，给学生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卢钦斯的记忆实验证明，位于文章头和尾的字词相较于中间部分的字词更容易记忆，这个实验结果

后来被运用于社会心理学中，称为“第一印象效应”，是指“交际双方第一次交际时各自对交际对象的

直觉观察和归因判断”，即大家常说的“第一印象”，也叫首伦效应(崔媛媛，2017)。在人的印象形成过

程中，最先获得的信息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大于后来获得的信息的影响程度。这个最开始的印象会强烈影

响该人的社会知觉，并会在头脑中产生并占据着主导地位，会引起学生对教师教学评价的偏差(董云飞，

2022)。教师在首次接触学生时，学生会根据教师的言行举止、仪表形象，在心里产生对教师的第一印象。

这个第一印象不仅关系到学生日后对老师的态度，更关系到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因此，为了实现更加有

效地思政课教学，教师必须注重首因效应，给学生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接受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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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学。当然，教师要在善于利用首因效应给学生留下良好印象的同时，也要辩证地运用这个效应，对

待学生时也不能够仅仅被第一印象所蒙蔽，要做到客观、全面地看待学生。克服其的消极影响，利用首

因效应的积极方面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更好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4.2. 注重运用罗森塔尔效应，给予学生合理的期望 

罗森塔尔效应又称期望效应，也叫皮格马利翁效应。这个效应源于古希腊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

希腊雕刻家皮格马利翁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用象牙雕刻的美丽少女，并希望少女能够变成活生生的真人。

他的真挚的爱感动了爱神阿劳芙罗狄特，爱神赋予了少女雕像以生命，最终皮格马利翁与自己钟爱的少

女结为伉俪。而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森塔尔等人为首的许多心理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实验证明，

教师寄予期望的学生与没有寄予期望的学生相比，在对知识的渴求、适应社会能力和对别人的感情方面

都普遍做得比较好(于晓明，2022)。通过这个效应我们可以发现，教育者只要诚心诚意寄希望于受教育者，

那么受教育者将会按教育者的期望去发展。教师对学生的期待，是一种信任，一种鼓励，一种爱，有如

催化剂、加热剂。如果我们帮助学生建立起适宜的期望目标，就如在学生心头点燃了知识大厦阶梯上的

一盏盏闪亮的明灯，促使他们不断前进，不断攀登。因而，对于高校思政课老师而言，要注重运用罗森

塔尔效应，将自己对学生的期望融入到教学活动中，要客观全面地看待学生，给予学生积极正向的期望，

让学生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4.3. 注重运用需要理论，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

要五个等级构成。事实上，无论如何划分，人都是从最低层次的需要逐渐向最高层次发展的。马克思指

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就什么也不能做。”(陈强，

2020)在学习中，对学习的需要则是学习动机的源泉，能否满足学生的需要对于高校思政课教学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尽管目前的思政课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仍会有一些重理论轻实

际的问题出现。这就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需求理论，要针对学生的不同需要

开展教学。比如，针对刚入学的大一新生，他们可能更加需要安全和生理性的教育，那么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就要侧重于对他们进行安全宣传教育；而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而言，更多的是对归属与爱的需要，

教师在对这一阶段的学生进行教学时，则要更加注重他们的人际关系教育，满足他们的需要；对于大四

的学生而言，面临着分离和毕业的压力以及对自我实现的需要，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要加强对学生的

就业指导教育，帮助他们分析未来发展方向，明晰自己的定位。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今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学生的个体性和差异性日益凸显，这就要求高校的思

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不仅要保障课程教学效果，同时也要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注重学生的个体性差异，

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们必须要认识到教育心理学在思政课教学中的独

特意义和重要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自觉运用教育心理学，学会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将其运用到思政课中，

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手段，实现提升教学效果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相统一，正确引导学生

健康发展。教育无疑是一个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但教育更本质的关切不是它的社会工具意义或功利目标，

而是个体生命的成长过程：人如何与世界(人、事、物、信息)相连接并确定自己的位置和建构自己的生命

意义。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说：“人生终究是一场一个人的旅行，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之后便

是成长”。教育心理学最终是为了理解这场旅行，并为这场旅行保驾护航(戴耘，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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