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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想信念教育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利用积极心理学进行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由其必要性

和可行性决定的。将积极心理学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既需要学校的高度重视，积极作为，又

需要教师以身作则，情理结合，结合新时代大学生的需要进行教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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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us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o carry out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determined by its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The combin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college students’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not only needs the high attention of schools and active actions, but also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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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to set an example, combine rationality, and combine the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o carry out teach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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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2022)。马斯洛曾

说：“单纯地研究我们的失败和毛病，几乎不会使任何人感到鼓舞、振奋，产生希望和乐观的雄心”(刘
志军等，2023)。起源于上世纪末的积极心理学一反以往的悲观人性观，转向重视人性的积极方面，主张

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走

向幸福。积极心理学之父——塞里格曼，在 1998 年美国心理学年会上首次提出创建积极心理学(王兴浩，

2022)，其倡导的积极心理学理论包括三部分，第一，是对早期病理式心理学的补充。应治疗人类的心理

疾病，帮助人类过上积极健康的生活。第二，提倡研究人心理的积极方面。应把工作的中心放在使人成

为真正意义上健康幸福的人。第三，倡导积极的人生……塞利格曼倡导的积极心理学理论，有助于引导

大学生关注自身心理的积极方面，过积极的人生，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溯源(王田茹，2021)。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习近平，2022)。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

治灵魂(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2022)。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

题(习近平，2022)。习近平强调：“我们培养的人，必须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赵玲玲，2023)。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逐步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教育实践活动(梁小娟，2023)。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坚定信仰和忠实实践远大理想和共同理

想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和前提(温金

童，刘艳霞，2022)。强调理想信念是为迎接更辉煌的未来做好准备。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习近平，2020)。新时代大学生作为青年一代的主要群体，只有树立

起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才能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实现人生价值，为国家和人民美好的“明天”贡献

自己的聪明才智。因此，必须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2. 积极心理学运用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缘由 

积极心理学运用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首先是由其必要性决定的，理想信念受心理健康影响，当前大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积极心理学有助于解决其心理问题；其次是由可行性决定，积极心理学与理

想信念教育具有共同性，一方面，二者的目标对象都包含大学生，另一方面，二者的价值取向都是正向的。 

2.1. 积极心理学运用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 

2023 年 2 月 23 日，2022 版“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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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成功举行。报告指出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群体的抑郁风险突出。18~24 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

高达 24.1%。此次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共涉及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75542 名大学生，

平均年龄为 19.54 岁。调查结果显示有 16.54%的学生存在轻度抑郁风险，有 4.94%的学生存在重度抑郁

风险；有 38.26%的学生存在轻度焦虑风险，有 4.65%的学生存在中度焦虑风险，有 2.37%的学生存在重

度焦虑风险；有 8.66%的学生倾向于对生活不满意(傅小兰，张侃主，2023)。可见，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比较突出。 
心理问题与理想信念息息相关。当大学生心理健康，积极向上，内心就会充满正能量，整个人就会

充满干劲、冲劲，就会更自觉地树立起正确的理想信念，并积极地投入实现其理想信念的实践中；反之，

当大学生心理出现问题，抑郁焦虑，对生活不满意，感到前途渺茫，找不到前行的奋斗目标，身心颓废，

就很难树立起正确的光明的理想信念，更谈不到为理想信念努力拼搏，实现人生价值。因此，加强大学

生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必须先加强大学生心理教育，尤其是积极心理

的教育，帮助大学生形成更加积极的心理，相信自己，以昂扬向上的心态，奉献自我。 

2.2. 积极心理学运用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可行性 

积极心理学与理想信念教育具有共同性。首先，二者的目标对象都是人。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

研究对象应该是正常的、健康的普通人，而不是少数有“问题的人”。理想信念教育的对象同样广泛，

在我国，不仅包括国内的各行各业的人们，也包括在海外的中华儿女。可以说，二者的目标对象都很广

泛，而在广泛的对象中，大学生是一个应给予特别关注的群体。从积极心理学当前，大学生绝大部分是

“00”后。大学生本身就是时代中最活跃的群体，即使在风雨飘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如此，五

四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爱国大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等等，大学生始终活

跃在救国一线。而“00”后出生在新世纪，其成长环境与前几代大为不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

的迅速普及，使“00”后接触到了广泛的信息，思想尤其活跃。对于大学生来说，活跃有好的一面，但

思想过分活跃就有不利的一面。作为网络的“原住民”，大学生每天冲浪在时事的一线，受各种思想的

影响，其中不乏不利于心理健康和有损理想信念的坏思想。所以，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加强大学生理想

信念教育是可行的，两者的目标对象都包含思想活跃的大学生。 
其次，二者的价值取向都是正向的。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除去人的心理或行

为上的问题，而是要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理想信念教育是要帮助人们树立美好的

奋斗目标和激励人们以昂扬自信的姿态投身于实现理想信念的实践中。可以说，无论是积极心理学还是

理想信念教育，都是为了使人们身心更加健康，精神更加积极，行动更加有力。新时代大学生肩负着接

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没有积极向上的心理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是不行的。积极心理学和

理想信念教育都有利于大学生的正向发展，二者相结合能够产生加倍的正向作用，助力新时代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2022)。 

3. 积极心理学运用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 

将积极心理学运用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需要高校和教师共同努力。一方面，高校对此必须予以

高度重视，举积极心理学、思政课堂与课堂思政的合力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此外打造积极的校园环境，

注重隐性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教师要做到以身作则，打动学生，以及对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进行

更易被大学生所接受的创新。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709


刘艳霞 等 
 

 

DOI: 10.12677/ap.2023.1312709 5598 心理学进展 
 

3.1. 高校 

3.1.1. 重视：同力协契 
高校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担，要培育的是是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的人

才，是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人才。为此，高校必须给予大学生积极心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充分的

重视。一方面，重视积极心理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功能应该在于建设

而不是修补，主张挖掘人自身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大学生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

加以正确的引导，潜藏着的力量就能够迸发出来，化为践行理想信念的强大动力。这方面，可以通过引

进具有积极心理学专业背景的心理教师、定期对心理教师进行积极心理学的培训、开设积极心理学相关

课程等措施来完成。另一方面，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坚定理想信念，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

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2021)，必须高度重视。思政课要解决学生的理

想信念问题(习近平，2020)。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思政教师和思政课。思政教师要在课堂主阵地上，理清

学生思想中的“杂草”，种下高尚理想信念的种子。与此同时，课程思政要做到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其

他课程教师也要积极引导学生树立理想信念，励志在本领域内做出成绩，为国家的相关建设做出贡献。 

3.1.2. 环境：“润物细无声” 
积极社会环境研究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积极心理学强调环境建设的重要作用，积极心理

学认为人类的积极情绪体验、积极人格、积极品德和思想行为以及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王兴浩，2022)。
大学生每天身处其中的校园环境是影响其积极心理和理想信念的重要环境因素。校园环境分为校园物质

环境和校园精神环境。对于校园物质环境，高校可设置关于理想信念的宣传标语、代表人物图像或塑像、

理想信念教育长廊等等。比如，“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一句包含了“00”后戍边英雄陈祥榕对祖国

无限深情的肺腑之言，可以将其制作为横幅，挂在学生主要聚集的教学楼、食堂等地方，也可以将其放

到公共展示的电子显示屏进行循环展示。陈祥榕那张广为人知的身着戎装，拿着桔子对着镜头腼腆地笑

着的照片可以挂在教学楼的走廊中。陈祥榕的伟大事迹可以放在理想信念教育长廊中供学生学习。关于

像陈祥榕这样的伟大事迹很多，可以整理为系列专题，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激发正气，砥砺自我，

向优秀代表人物看齐，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对于积极的校园精神环境，高校可从多方面来营造，使学生在积极的环境中，潜移默化的接受理想

信念教育。首先，重视校训入脑入心入行。校训是广大师生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它是

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所学校教风、学风、校风的集中表现，体现学校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

例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校训为“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中国农业大学的校训为“界民生之多艰，育天

下之英才”，国防科技大学的校训为“厚德博学，强军兴国”，西安理工大学的校训为“祖国 荣誉 责
任”，诸如此类的校训体现了积极正向的追求，是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可通过校

训加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并引导学生牢记校训、认同校训、践行校训。 
其次，鼓励支持第二课堂的开展。由高校学生依据兴趣爱好自愿组成的学生组织，被认为是课堂之

外的第二大育人载体，被称作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大学生群体规模不断

壮大，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渴望进一步增强。在这种形势下，学生社团得到快速发展，呈现出积极、健

康的态势，反映出当代大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学生社团活动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

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学生社团类型多样，氛围相较于传统课堂更为轻松。具有相同或类似兴趣爱好的

学生聚集在同一社团当中，其思想情感更能同频共振，彼此间相互影响的力度更大，在这样的情境下进

行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更易接受并付出相应的行动。 
再次，加强日常理想信念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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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将理想信念教育化为日常的点点滴滴更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比如上下课的铃声可以采

用蕴含远大理想信念的正能量音乐，比如经典咏流传中的《少年中国说》《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

《青春》等。在饭间，同样可以播放正能量音乐，此外还可以在食堂的电子显示屏播放诸如戍边战士不

为艰难困苦保卫边疆，运动健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奋力拼搏为国争光，感动中国代表人物的感人事迹，

最美人物系列节目等等。 
最后，重大节点的校领导发言。最近几年高校领导在诸如迎新典礼、毕业典礼上的发言频频火爆出

圈，其发言往往蕴含了鼓励、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以青春力量书写报国之华章的深切期望。

发言的出圈不仅反映了学生们对于发言内容的深刻认同，更反映了对于实现理想信念的热切。诸如毕业

典礼、周年校庆这样的重大节点，学生的精神状态都比较兴奋，归属感都比较强，心理更倾向于积极而

非消极，在这种情况下，高校领导饱含希望、力量、鼓舞和祝福的发言更容易激发学生的爱国情、强国

志。因此，高校要充分利用重大节点的校领导发言的机会，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3.2. 教师 

3.2.1. 感染：以身作则，情理结合 
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大课堂编写组，2021)。教师作为传道者，自己首

先必须要懂得积极心理学的积极作用，具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如此方能在运用积极心理学进行理想

信念教育时取得理想的效果。思政教师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主力军。思政课主要是做人的思想工作，

其本质是讲道理。只有打动学生，才能引导学生(习近平，2020)，只有说服学生，才能使学生信服，而这

必须以首先打动、说服教师自己为前提。焦裕禄的伟大事迹人人耳熟能详，可是不同的讲述所带来的影

响不同。照本宣科的机械式念白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讲述，显然后者更能打动学生，说服学生，更

能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焦裕禄的事迹和精神之所以对少年习近平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主

要是因为他的政治老师饱含深情的讲述，甚至动情之处，情难自已，数度哽咽。如若少年习近平所遇到

的政治老师自己不被焦裕禄的事迹和精神所深深打动，又怎会打动学生呢？因此，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只有首先在思政课教师心中扎下根，才

能在学生心中开花结果，教师也才能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

大课堂编写组，2021)。 

3.2.2. 创新：教学内容、手段与方法 
教学内容。习近平指出：“开展好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需要把‘回望过去’和‘展望未来’结合

起来”(夏玉汉，吕遊，2020)。回望过去，在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旧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

探寻救国之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可以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困的科学主

义。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经诞生就确立了远大的理想，从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朝着

远大理想披荆斩棘，日夜兼程，在其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消除了绝对贫困，

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百年征程，正是有了理想信念，共产党有了前进的方向；正是凭着

理想信念，南湖红船成长为巍巍巨轮；正是为了理想信念，共产党始终奋斗在最前方。我们党的每一段

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大课堂编写组，2021)。教师要充分运用党

史这部生动的教材，选取典型生动的例子，打动学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远大的理想信念。展望未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奋斗的方向已然

明确，美好的未来就在前方。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却是曲折的。新时代大学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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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重要动力，必须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以胜利终将是属于我们的信心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勇气

投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火热实践中。因此，教师要以光明的未来鼓舞大学生的士气，加

强理想信念教育，激励大学生敢于与困难做斗争、敢于突破重重障碍，做到创新，作出成绩，作出贡献。 
教学手段。大学生在哪里，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就要到哪里。新时代大学生是网络“原住民”，其

学习、娱乐、生活都离不开网络，教师可利用网络拉近与大学生的距离，进而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比如，

以思政课程为例，思政教师在课堂上可以结合优质博主制作的精良短视频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优良的短

视频不仅逻辑清晰，内容丰富，视听效果佳，而且往往蕴含了大情怀，极富感染力，易被大学生所接受。

前段时间火爆全网的《逃出大英博物馆》网络短剧不仅内容构思巧妙，而且蕴含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观

众在观看时，气愤于当年外国侵略者的强盗行径，心疼于被迫流落海外的民族珍宝。思政教师就可以进

而引导学生从感性认识进一步上升为理性认识，不仅在感情上要迎接国宝回家，更要理性认识到，国宝

被掠夺是因为旧中国政治腐败软弱，国力衰微，只有使国家强盛起来，才能拿回本属于我们的国家瑰宝。

今天，新时代的中国，有中国共产党正确有力的领导，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新时代大学生生逢其时，施

展才干的天地无比广阔，因此，要珍惜机遇，努力学习，为建设强大的国家而奋斗。此外，还可以选择

诸如网络理想信念主题微电影的形式作为过程性考核，使学生在组织、筹备、制作等的过程中沉浸式感

悟理想信念的力量。 
教学方法。对于教师来说，理想信念教育的关键点是学生能够听进去，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选择恰当

的教学方法。首先，要找到学生的兴趣点，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只有提起学生的兴奋度，学生才有

可能有效地、完整地、接收到教师传达的内容，才能树立并坚定理想信念。 
其次，教师还要积极与学生互动并给予及时的积极反馈。无论是积极心理学还是理想信念教育，最主

要最直接地都是通过语言来发挥作用。语言不仅包括口语表达，身体语言，面部表情都能够传达信息，因

此教师不仅要充分利用讲述的魅力，还要注意利用身体语言、面部表情来给予学生积极的反馈，巧妙地对

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在学生给予了积极的反应时，教师可以及时的给予肯定赞扬，一句“很棒”，一个

欣慰的微笑，一个点赞的手势等等都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激励他们更加努力，朝着理想信念不懈奋斗。 
关于上述从高校和教师两方面提出的路径实施的效果，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的例子可以予以生动的

说明。王校长由于近几年在毕业典礼上打动人、激励人的脱稿致辞屡屡出圈而逐渐被大众所熟知。王校

长的致辞不仅以校长的身份，代表高校寄语激励交大毕业生，更以教师和长者的身份为交大毕业生上了

一堂无比生动和激励人心的交大最后一课。 
2019 年，王校长寄语毕业生要有信念、有追求、对事业要有执着； 
2020 年，王校长希望毕业生用秉承家国情怀、学会涵养品德、主动作为应对变化挑战，走好人生路； 
2021 年，王校长用“志气 骨气 底气”来勉励毕业生，希望他们心怀家国情怀，脚踏实地，做伟大

时代的参与者、贡献者，成为民族之脊梁、国家之希望； 
2022 年，王校长希望同学们仰望星空、追逐梦想，心中有理想有目标有追求； 
2023 年，王校长希望毕业生始终怀揣家国情怀，勇于开辟新赛道！ 
纵观这五年的毕业致辞，王校长以脱稿表达了对毕业生的尊重，以民族复兴激发了毕业生的爱国情、

强国志，以清晰的逻辑和光明的未来引导毕业生树立并坚定远大的理想信念，激励毕业生将满腔热血与

满腹才华化为报国行的实际行动当中。王校长的发言不仅激励着即将毕业的交大学子，还深深感动激励

着广大网友，在全社会引起了积极的影响。 

4. 结语 

理想信念教育对于把新时代大学生培养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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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有利于增强其正向引领作用，有利于大学生树立并践

行理想信念。运用积极心理学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一方面需要高校高度重视，利用多方力量共同

努力，还要打造积极向上的校园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教师要以身作则，创新教学内容、手段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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