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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论断不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还为解决生态这一世界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国际传

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积极心理学以研究人的积极品质，挖掘人内在建设性力量，促进个人和

社会发展进步等独特优势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对外传播、创新传播策略方面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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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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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was pointed in the party’s 20th national congress. This statement not only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ut it also provides China’s wisdom, China’s solution and China’s strength for solving the world’s 
ecological problem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a coun-
try’s soft power. Positive psychology has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external com-
mun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innovating com-
munication strategies by studying people’s positive qualities, tapping people’s inner constructive 
strength, and promoting individu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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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概括出的概念，它揭示

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科学内核，是在生态文明领域高度自觉的突出表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

仅要求我们立足中国，更要面向世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

传播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因此，将积极心理学应用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中，不仅有助

于化解传播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还对于改善国际传播策略，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2. 积极心理学概述 

2.1. 积极心理学来源 

积极心理学首次面世于 1998 年，是由美国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在艾库马尔会议上提出的。

这不仅改变了以往有关积极心理学的思考模式，还为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会议确定了积

极心理学的内容，方法，结构，以及积极心理学的三大研究支柱，分别是积极情感体验、积极人格和积

极社会组织系统(曾艳，2017)。随后，积极心理学开启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辛德和洛佩慈共同出版了《积

极心理学手册》，这本书的发表标志着积极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积极心理学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国内学者对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2003 年，苗元江和余嘉元在文章《积

极心理学：理念与行动》中具体论述了积极心理学的基本框架和发展势态。如今，积极心理学已经涉猎

到社会上的众多领域，包括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法学等等，并与这些领域相互作用产生重大影响。 

2.2. 积极心理学主要内容 

“积极心理学”是一种以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为研究核心，致力于使个体和社会走向繁荣的科学研

究(任俊，2010)。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积极情绪体验，积极人格和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积极

情绪体验是指微观层面的个体积极主观情绪的产生。积极人格是指中观层面的个体认知、思想和行为。

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则是指宏观层面的对个体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大环境。积极心理学内容的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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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社会的组织系统有利于产生积极情绪体验，积极情绪体验的产生又可以促进个体

积极人格的形成，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总之，积极心理学是以研究人积极品质为主要内容的科学，

它着重强调人的价值和优点，把促进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发展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人文关

怀，致力于让所有人获得愉悦和幸福。积极心理学为人类追求幸福的价值观提供了方向，是一个超脱于

技术之外的集理性和热情于一体的学科。 

2.3. 积极心理学的意义 

塞利格曼认为，“积极心理学探讨的是怎样创立充满正能量的环境因素制度，而且通过这些制度的

制定更好地促进人们潜能的施展，感受到欢乐和幸福”(马丁•塞利格曼等，2010)。因此，积极心理学的

研究意义可大致分为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 
(1) 对个人的意义 
积极心理学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提升个体内在的积极

品质，有助于个体振奋精神，提高技能，完善人格。第二，提供给个体积极向上的能力，通过改变个体

看待事物的态度，从而塑造积极的人格，提升人们处理一切事物的能力。第三，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积极心理学能够使个体真正的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拥有更加乐观的心态和更加敏锐的幸福感知力。 
(2) 对社会的意义 
个体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个体的集合，社会的良好有序发展离不开每一个个体。积极心理学通过

积极的方式培养个体情绪、塑造个体人格、建构积极的组织系统，从而促使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个

体又以自身内在的优良品质和积极力量不断实践奋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安定有序，和谐

正义的良性社会。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 

3.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是中华传统哲学资源的当代表征(邵娜娜，张婧

娴，2022)。它不仅包括天人合一、仁爱自然的生态整体观，还强调传统与现代，普遍与特殊的现代化融

合。西方发展理念以资本为核心，导致以“物本”支配“人本”，偏离了人的发展实质化规定(王雪源，

王增福，2023)。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则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精髓的深度挖掘，传承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

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发展观。它以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为逻辑起点，以物质生产实践是

人和自然辩证统一的中介为逻辑要义，把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实现人类与自然及其本身的和解作为逻辑旨

归(周岳，2022)，强调“发展”与“保护”两手抓，毫不动摇地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揭示了马克

思主义自然观的科学内核，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中国化表达，开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理论新境界。  

3.2. 国际传播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绝不仅仅是经济层面，更包括观念、思想文化的贡献。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

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2020)。不同国家间文化的交流是打破文化隔阂的重要途径，也是世界文化进

步的里程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新时代，立足国际视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

际传播是大势所趋，是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积极响应，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自信，还增强

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及感召力。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国际传播能力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还切实关乎国家的形象与根本利益。因此，在新时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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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对外传播，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4. 积极心理学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契合性分析 

4.1. 积极心理学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契合表现 

积极心理学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内在地要

求其以积极心理学为指导，并促使自身不断完善、创新发展。二者的契合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 在
观念上，都注重人本主义。积极心理学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的科学，它强调人的正面价值，主张人

文关怀，通过挖掘个体潜能从而逐渐强大，抵御外界的侵害，过上美好人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国

际传播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它超脱于物质关怀，更加重视人的内心诉求，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所以人本主义为二者的结合提高了可能。2. 在内容上，都强调对人的正面引导。积极心理学以积极为核

心目标，主张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引导个体形成向上的品格与能力，实现强大内在力量的发挥发展。不仅

如此，它也强调他人对个体的正面引导，从而有效应对外在挑战。这就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

传播和积极心理学的结合提供了契合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认为人和自然具有统一性，只有协调好

二者关系，才能实现长久和谐发展。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就必须善于运用积极心理学的

方法，抓住一切积极因素，取得良好传播效果。 

4.2. 积极心理学应用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国际传播价值意蕴 

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新思路，有助于利用积极心理学的相关

成果,促进传播工作的不断完善。第一，有利于转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国际传播的理念。在以往理论

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多以传统观念为主导，国外民众普遍对于官方媒体带有有色眼镜，不能很好地理解接

受我们传递的有效信息，甚至会产生误解和抵触心理。以积极心理学为切入点有利于革新传播观念，改

善传播效果。第二，有利于丰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内容。将积极心理学理论和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理念与时俱进地结合，深入挖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同人类共同价值中契合的部分，注重外

国民众的心理需求，从而可以满足多元化的受众要求，提升传播效能。 

5.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策略探究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与综合国力的提高，当前有许多国家关注我国文化及发展理念，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依然面临一些困境与挑战。新时代，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就要抓

住历史机遇期，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指导，用积极心理学理念浸润传播过程，拓展更多传播途径，为改

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国际传播策略提供心理学支撑。努力实现积极心理学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有效契合，从而更好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1. 寻求价值共识，弘扬积极向上正能量  

运用积极心理学理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首要任务就是寻找价值共识。基于积

极心理学的价值体现，要以寻求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立

足点，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感和感知度。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深刻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

一理念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大意义，挖掘全球情怀，传播好中华优秀价值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理念是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构建，它不仅与世界各国的利益诉求相关联，还和人类发展的美好前景相

辉映，是兼顾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传播过程中推进深层次人文交流，在寻求价值

共识中强化各个国家间的共同情感和利益，吸引更多国家了解中国理念，接受中国理念，支持中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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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深刻展现了积极心理学注重人性的温暖，促进每一个个体积极发展的突出特质，还在向世界传播

中国理念的过程中展现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贡献，以此体现中国的人文关怀和创造全人类共同未

来的美好心愿。 

5.2. 更新传播理念，打造积极主动传播主体 

对于任何理念或学说而言，要实现有效传播，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新时代下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就要结合时代需求，发展多元传播主体，培养专业人才队伍。首先，传播者应当及时更新

传播理念，将积极心理学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积极主动的思维进行对外传播。在进行对外传播

的过程中，传播者要尤其注重人文关怀，重点考虑接受者的情感需求，以此助推接受者乐于接受传播。

一方面，发挥高校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要在高校内开展积极心理学课程，培养高校学子的积极品

质，乐观品格，同时要加强和其他国际高校的教育合作，支持和重视高校开展国际传播工作，通过制作

绿色发展纪录片、举行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主题比赛等方式吸引国内外学子的兴趣，设置奖项吸引学子参

与，满足学生的竞争成就心理，以此增加主观幸福感；通过留学生互访、教师交流、合作办学等途径加

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从而促进各国间文化交流，提升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另一方面，培养专业的国际传播人才。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世界交往的主体，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

应当充分发挥青年的重要作用，要加大对青年积极品质的培养，锻造积极的品格品质，引导他们树立高

度自信，从而依托青年群体，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将青年作为传播中国理念、吸引外国人才、促进

中外交流的最佳继承者和传播者(石雪，2022)。 

6. 创新传播方式，营造积极传播文化环境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过程中，传播方式的创新对于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同样至关重要。

要在传播内容中融入积极心理学的相关内容，在把握国际传播实际的同时，用积极心理学的方法理论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传播注入活力(王云莉，2021)。首先要从世界人民的兴趣出发，积极开展宣传工

作，弘扬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华文化。同时要改善对外传播的呈现形式，坚持与他人需求相结合，避

免生硬直白的说教式传播，做到循循善诱、引人入胜。其次要重视文化传承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理念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因此要积极创新表达方式，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丰富资源，

在凸显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融通中外表达，做到本土与国际相结合(杨威，闫蕾，2020)。不仅要深入挖掘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同人类共同价值中契合的部分，做到以人为本注重当地民众的喜好与需求，还要结

合时代要求实现创新性转化，在立足国际视野的基础上，创新表达形式，充分开发纪录片、回忆录等形

式针对不同国家的习惯与需求营造当地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满足心理需求。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引入积极心理学这一本身具有正能量的学科具有不可

估量的意义。利用积极心理学对于人的积极品质塑造、挖掘人性共有的善与美和最大程度调动人的积极

性等优势，可最大程度优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策略。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向世

界呈现出真实而全面的中国，更有助于发挥积极心理学服务大众，促进人类发展的主要宗旨。理论和实

践表明，二者的结合发展前景广阔，值得业内外人士进一步探索。 

7. 结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

向的科学指引，不仅对中国有益，更对世界有益。但回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的历程，仍

然面临诸多阻碍，因此就要因时制宜地结合积极心理学加以指导，将积极心理学理念渗透于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播过程中，注重正向引导，进一步优化国际传播策略，不断激发传播者与接受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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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情绪，营造良好的积极国际传播氛围，因势而谋，适应内外变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际传

播是新时代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内容，让中国理念走向世界，让世界

认可中国倡议，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必将展现在国际社会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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