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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教学在不断改革与发展，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教学中的受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其二

者的地位也逐渐提升，而两者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又具有诸多的共性要素。在此背景下，推进思政教育

与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体化建设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在对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

的必要性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指出了一体化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有效的一体化推进路径，进而

达成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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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degree of importance 
attached to Civ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increasing, and the status of the two is also gradually improved, and they have 
many common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this context, it is of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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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civ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his regard, 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the necess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 constraint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re pointed out, and effective paths of integration are put forward, so as to achieve the fundamen-
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o promote the all-around devel-
opment of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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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思政教育是高校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会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道德修养

和基本素质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个性培养，但思政教育更倾向于理论上的教育，从理论上对学生进行指

导。心理健康教育则是指针对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包括心理学的理论基础知识、心

理健康辅导等内容，从而能够让学生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心态，也能够引导学生进行自我疏导，

避免心理问题的产生，进而也能够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大学

生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一些方面存在共性，因此为了更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进行高校思

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便显得尤为重要。 

2. 高校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必要性 

2.1. 符合国家思想政治工作要求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便十分重视高等院校的思政教学工作，也提出了诸多思政教育的指

导方针和政策，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思政教育应当注重全面性，尽可能综合多方力量来加强思政教

育的有效推进。同时，党中央还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更要注重心灵的净化，这便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发展

方向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同时也为大学生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2. 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其教育对象是人，所作用的范围是人的思想政治品德，使其较比于其他学科而言

有很强的特殊性，虽然从表面上而言思政教育的形式是在教育、培养、塑造、引导等，但从根本上而言

是一个师生以相互尊重、理解、关怀、沟通为方式的相互影响过程(宋晓华，2020)。思政教育并不是单向

的，教育者在影响着学生，而学生同时也在影响着教育者，只是因为教育者具备更加完善的思想价值体

系以及成熟的心智，才导致这一教育过程更多展现出的是教育者影响学生。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及意识形

态以意识为基础，而意识则是人的心理发展的最高层次。由此不难推断，思政教育的规律与人的心理发

展规律并无二致，甚至完全可以认为思政教育的规律应遵从人的心理发展规律。并且无论是心理学，还

是思想政治教育，其最终目的都在于提升学生素养的同时体验到成就感。以积极心理学为例，积极心理

学是运用科学的原理与手段来探索人生幸福的学科，致力于把积极的心态传达给人们，更重视培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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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能力与积极精神，使之适应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积极教育引导学生立志，正所谓“志不立，世界

无可成之事”，立志才能切实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广大青年筑造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如出一辙。作为正处于心理日渐成熟阶段的大学生，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渴望被正确

的引导与帮助。既往思政教育之所以在实效性方面略有不足，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便是没有给予大学生

心理发展规律以高度的重视，导致大学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真实性发展需求并没有得到完全意义上的满

足，而也正因为这种偏差性的存在才导致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出现提高难的问题(薛飘，2023)。进行高校思

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从心理学视角探讨思政教育可以让思政教育更符合大学生心理发展

的规律，从而让教育者的教育和引导完全意义上满足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需求，促使大学生的心

理发展进入更加稳定的状态，而这种有稳定的状态会反过来作用于大学生内在道德水平的提高，更好的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目标。 

2.3. 符合师生情感互动交流的需求 

价值理念的相互认可可以通过理论的说服，但更多还是通过情感的相互交流，对于心智尚未完全成

熟且社会阅历几乎为零的大学生而言，其认同某种价值理念途径更多还是会通过情感的相互交流，因此，

当大学生可以完全以信赖甚至是依赖的方式来看待教育者时，教育者所给予的思政教育之于大学生而言

便如同精神指导一般，他们会将教育者看成是其人生道路上的指引者，将思政教育当成是照亮其漫漫人

生路的明灯。高校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发展更具有情感互动的可能性，因为教育者的教育目

标、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式都是符合大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的。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大学生会更加信赖

教育者，更愿意将个人情感展露给教育者并从教育者处获得他们满足个人情感以及个人成长需要的教育

与帮助。当代大学生在情感方面由于个性化更强的缘故表现得更为敏感，其对于客观世界的关注，以及

个人未来的发展有很高的关注，但也正由于个性化更强的缘故，使得当代大学生对于教育者的信任更有

赖于情感的共鸣(李卓君，2023)。在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思政教育将更具有情感互动的特征，由于教育

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并掌握大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所以，能够与大学生建立更好的，彼此信任且相处融

洽的师生关系，而教育者也可以将思政教育内容更加有效地嵌入到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之中，确保大学生

思想政治品德的健康发展。 

3. 高校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不可置否，近年来高校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也颇有成效。

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影响着高校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进程的发展。 

3.1. 高校对思政和心理教育融合的重视程度不足 

大学生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目前诸多高校对二者一体化建

设的重视程度还不高，一方面，高校在进行思政教师招聘的时候还是只关注教师的思政专业水平和授课

能力，并没有综合性地考察，同时在日常培训和教研过程中也大多是围绕思政教育来进行。另一方面，

高校对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方面的经费和精力的投入还不够，思政教材中有关心理健康

教育的内容比较少，思政教育中也以理论为主，难以真正实现与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体化建设，这样便会

从理论方面阻碍两者的一体化发展。 

3.2. 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协调还存在问题 

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体化建设并不是简单的结合，而是需要不断的协调，需要协调思政教

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和目标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也需要协调思政教育课程中心理健康教育的比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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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然而当下在高校教学中，有关于这些方面的协调还存在较多问题，因此便对两者的一体化建设产生

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3.3. 心理健康因素增加了思政教育的整体难度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两者能够相互促进，但是心理健康教育会偏向于感性，因此也会存在一些

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学生的情绪起伏较大，学生心理状态可能受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这些都需要

教育教学随之发生变化。而这些因素无形中也为思政教育增加了难度，要想实现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

育的一体化建设，还需要妥善对这些因素予以考量，从而合理地进行课程的创新以及评价的完善。 

4. 高校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的推进路径 

高校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对二者的教育目标实现及教育实效性的提高有着非常积极

的作用，不仅可以让思政教育的整个过程更加符合大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同时也可以让思政教育更好

地获得大学生的心理认同，从而更好地确保大学生对于思政教育的“知行合一”。这里的一体化建设包

含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一体化实践是一体化理论形成的基础；一体化理论是一体化实践的观念形态。

在高校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实践更偏向于教育教学过程及后续反馈优化，一体

化理论更加着重于课程内容建设及后续实践升华。要实现一体化这一目标，需要高校不断推进。 

4.1. 提高高校对教育融合的重视程度 

高校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需要学校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不过学校的教学应当是主战

场。因此，要想促进两者的有效一体化，高校必须要提高自身对教育一体化的重视程度，一方面，要注

重吸纳更多综合能力较强的教师，也就是在教师的考核中不仅要评判其思政教育水平，也要充分考虑其

心理健康教育指导能力。同时，高校还应当注重日常生活中教师的培训和教研工作，要从学生的实际出

发，以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两个方面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够有利于两者的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

高校还应当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可以建设更多现代化教育教学设备，也可以设立课后综合咨询室和实

验室等，比如说，可以通过向学生播放心理剧来感受心理变化和思政理论。这样才能够有利于教育教学

质量的提升，为学生的综合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4.2. 加强思政教育课程的改革和创新 

目前，高校思政课程中心理健康的内容并不多，因此在一体化建设时还应当加强思政教育课程的改

革与创新。对此，一方面，高校教师可以根据思政教材以及《普通心理学》《心理学原理》等相关书籍

来重新制定思政课程教学内容(张广磊，2023)，在思政教材中增添心理学教育内容，也可以从教材中提取

有关于心理学教育的元素。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对思政教育课程的手段予以创新，可以通过心理剧模

仿的形式，来洞察学生的心理，促进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一体化。也可以通过设置选修课和

必修课等来推动课程的有效一体化，促进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 

4.3.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 

教育教学工作不是一次性的工作，而是需要不断地反复，不断地完善。对此，在大学思政教育与心

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应当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一方面，教师可以设置心理健康

测评机制，为每个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根据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以及行为习惯等，来对学生的思想

观念进行综合研判，从而便能够为思政教育提供资料，也能够使得思政教育更加具有针对性(朱俊岩，

2023)。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组织大学生之间进行互相的评价与指导，在发掘身边的同学存在心理问题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050


张曦文 
 

 

DOI: 10.12677/ap.2024.141050 363 心理学进展 
 

时，可以对其进行及时的沟通和疏导，也可以根据所学习的知识对其心理进行分析，这样便能够全面提

高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水平，促进两者的有效一体化发展。 

5. 结语 

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教学中都具有突出的地位，对学生的发展，包括心理素质的提升以

及道德与法治思维的形成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思政与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体化建设也

能够凸显两者的联系，符合国家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还能够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不过两

者的协调以及重视等方面也对其融合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对此，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体

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应当注重提高高校对教育融合的重视程度，加强思政教育课程的改革和创新；同时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通过切实可行的方案设计贯彻推进路径，以一体化

理念将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效一体化，用学生爱听、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传播真

理、理想、信念，增强思政课教学实效性，使之成为深入人心的课、直击心灵的课、内化思想信仰的课、

付诸行动的课，最终达成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大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才能够有利于

大学生思政和心理健康教育质量的提升，也能够有利于推动大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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