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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是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本文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

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及内在联系，从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理论与实践并进育人、

打造优质的师资队伍等方面来解决育人过程中“以人为本教育理念欠缺，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对

学生身心健康关注不够，造成教学与育人脱节”、“心理健康知识渗透不足，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效率”

等存在的问题，为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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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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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qual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value implications and internal connections of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solves the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from the aspects of adhering to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al concepts, educating people simul-
taneously with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building a high-quality teaching team. “The lack of people- 
centered education concepts hinders student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resulting in a disconnect between teaching and education”, 
“insufficient penetration of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reducing the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other existing problems. For the manag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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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1]。新的形势引发了客观环境的不断变化，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加剧，

社会生活繁复多样、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变化，这使得思想活跃的大学生思想和心理呈现出复杂化、多样

化的特点。面对大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仅采取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是不够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来解决大学生遇到的问题，成为一种必然。 
2017 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要求坚持育心与育德

相结合，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深入构建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平台保障“五

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格局。2018 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

要》，提出要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改革发展整体规划，纳入人才培养体系、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督

导评估指标体系。国家政策的引导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教育观念、目标与内容上更加紧密

结合，并与社会前进的脚步并行不悖。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 

学生在大学阶段思想活跃，年轻气盛，但认知还不成熟，视野不够开阔，会因外部不良因素的影响

造成人生理想信念淡化。同时，也会因为在思想上不能全面客观的分析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而引发

消极情绪，导致大学生心理问题不断加剧。大学生在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时，往往会连带产生相应的思想

问题，反之亦然。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已不能很好的解决新形势下大学生所面临的问题，需要思想

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来达到预期目的。  

2.1. 二者协同育人是人的内在价值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实现从社会本位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以人为中心，使人成为真正的富有主体性的

独立的活动主体，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真正的价值[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大学生，对他们开

展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是一种从社会到个人，从外到内的教育模式，如果过多关注社会对个人道德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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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就容易忽视大学生的心理需求，或出现把心理问题思想化、政治化现象。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种从

个人到集体、社会，从内及外的教育活动，它的价值在于满足价值主体的内在需求。二者协同育人使其

价值主体回归到大学生本身，关注大学生的本质需求，更好地解决个人发展需求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

使价值主体和客体协调统一，形成和谐关系。 

2.2. 二者协同育人是丰富教育内容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思想道德和理想信念方面等高层次的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侧重于大学生的心理

需要和情感需求等较低层次的教育[3]。单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而忽视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和道德情感，就

会造成教育内容与大学生身心特点契合不紧密，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欠佳。心理健康教育根据大学生

生理心理发展规律，更多侧重大学生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二者协同育人可以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

逻辑与道德内化心理逻辑，以及教育目标的一致性逻辑、功能互补性逻辑等，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解决大学生基本人格塑造和养成等心理问题，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大学生优秀品质的

形成。 

2.3. 二者协同育人是创新教育方法的需要 

心理健康教育是从个体出发，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知识通过心理测验、个别辅导、交谈等方法与大学

生进行心理疏导和沟通，可以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设良好的社会和个人心理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主要

是通过理论课教学和实践教学开展。二者协同育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得以在心理学

的层面找到解决办法，运用心理咨询面谈时的技巧，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更加人性化。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联系 

3.1. 理论基础有共同渊源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

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都是以人为中心开展的教育，建立在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共同指导思想，把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二者协同育人就是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发展规律，克服思想

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各自的局限性，满足学生多样化需要。 

3.2. 学科体系具有互补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极强的学科，其学科体系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

学、伦理学等学科领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理论依据是心理学，还涉及教育学、伦理学等。二者虽然有

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但彼此相互补充、交叉融合，研究边界不断拓宽。二者的价值主体都是大学生，

二者的协同育人能够为大学生的成长服务，同时可以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新范式，为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

实现开辟新道路。 

3.3. 教育内容存在相融性 

思想政治教育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有着自身明确的价值取向，关注社会对人的思想政治道德规范

方面的要求，强调要教育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理健康教育是通过沟通和疏导的

方式对大学生遇到的问题从心理上进行调整，强调个人心理品质的塑造，强调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进行

人际交往、完善个性等。二者的教学内容是相互渗透的，可以提升思想意识引领强度，加深大学生对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和感悟。同样，在心理健康教育中也渗透着对个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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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从课程思政角度来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作为课程思政的体现，既是对

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和完善，也是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和升华。二者协同并不是强制的，而是由内在

的联系和一致性决定的。 

4.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实施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是中国大学教育本土化的一种实践，二者协同育人会产

生“1 + 1 ≥ 2”的效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薄弱环节。 

4.1. 以人为本教育理念欠缺，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 

大学生并不排斥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本身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不顾学生感受而一味

的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使他们的主体性得不到充分发挥，总是事倍功半，缺乏

针对性。说到底就是教育过程中缺乏从大学生心理和思想的实际出发，以人为本教育理念欠缺，阻碍了

学生的个性发展。 

4.2. 对学生身心健康关注不够，造成教学与育人脱节 

从现实情况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是采取课堂教学方式，如果不及时关注和解决大学生个体的

现实心理诉求，让学生们感到所讲的理论知识在生活中并不能帮助解决实际的困难而萌生所学无用的无

奈感，造成学生心理压力加大。如，社交心理困境和择业心理困境是造成大学生心理压力的主要方面，

如果长期得不到排解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健康危害。在二者协同教育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专注于教学

任务而忽视了学生的心理需求，还没有真正的走进大学生的生活中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的问题。 

4.3. 心理健康知识渗透不足，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效率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效率不高的现象。一方面，进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但在教学中很少对大学生进行基本心理健康知识的渗透，不能从综合素质培养的角度去教

育学生，造成思想政治课实效性不强，导致很多大学生面对生活中实际问题时，不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

去处理和应对。另一方面，心理健康知识渗透不足表现在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要想做好大学生的工作，

师资队伍建设是关建。教师缺乏系统的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效率。 

5.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的路径选择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是适合中国大学生发展的创新举措，二者协同育人路径

的积极探索在教育过程中会更好的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5.1. 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是教育发展的本

质要求，具体讲就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遵循主体性原则，尊重大

学生的需要，创新教育方式，让大学生感受到知识的传授是来源于学生日常生活，是为学生成长而服务。

要运用心理健康教育的共情原则，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改变没有教育对象情感回应的、没有引起共鸣

的单向式的教育模式，设身处地的为学生考虑，体会学生的内心世界，找到与学生的情感共同点，从而

达到情感共鸣，帮助大学生解决问题。 

5.2. 理论与实践并进育人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造成青少年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实践在他们面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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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裸的形式进行，而处于这种年龄的人按其本性来说是不愿意感到有人在教育他。”思想政治教育与

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过程中，一方面高校对大学生要因材施教，结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分层

次在不同年级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渗透，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开展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强大学生实践体

验，在不断的实践中强化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5.3. 打造优质的师资队伍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分别是由不同的师资队伍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高校虽都

设有心理健康咨询室并配备了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而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人员不足。按师生比例配

备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人员虽然充足，但很多教师并没有系统学习过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在解决大

学生遇到的问题时，很容易就出现把学生思想和心理问题混淆，不能很好的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因

此，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心理健康方面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要提升对二者协同育人工作的重视，

积极建立协同育人平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与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之间的交流，通过交流丰富各自的

教学方法和拓展实践经验。定期组织思想政治课教师系统学习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知识，邀请专业的心

理学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有效提升二者协同育人的师资队伍的综合能力，更好地为大学生解决思想和

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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