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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主力军，其心理健康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是 2006年教育部关于辅导员建设文件中所提出的新概念，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广泛开展且具有较
强渗透力的一种生活化、经常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1]。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将积
极心理品质培育和“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贯穿其中，是培养学生良好品格、积极乐观心态的有效方式，是帮
助大学生在遇到困难时能够有所思考、有所成长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路径，是培养
时代新人的重要基础。
1 积极心理学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价值，与此同时，还吸收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理论，是

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积极心理学在其他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并且积极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有许多相通
之处。因此，探索积极心理学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这一思路具有可行性。
1.1 共同的教育对象
从教育的对象上来探讨，两者都是将人作为研究的主体。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教会学

生学习如何做人的过程，关注大学生的自我成长、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重点是培育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价
值观念、独立自主性，这与积极心理学倡导的“以人为本”理念不谋而合。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正是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的重要阶段，在多元文化的深入影响之下，许多大学生由于价值观缺失而导致诸
如“空心病”等心理障碍[2]，而积极心理教育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则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
问题，从而培育出具有积极理想、坚定人格与优良品格的新时代的优质人才[3]。积极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不
仅能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人生自信心，还能让大学生掌握未来生活幸福美好的方法。因此，以积
极心理学的理念开展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十分必要。
1.2 相通的教育目标
从教育目标的角度而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积极心理学两个学科之间有相通之处。大学生日

常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德育为先，促进人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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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4]积极心理学强调的是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积极情绪，注重积极品质的培养，重视人的价值与人文关
怀，其目标也是促进个人的发展，帮助人们走向幸福。积极心理品质是培养学生各项能力以及行为的关键所
在，对培养大学生坚韧的品质具有积极的意义，实现个体发展的同时能够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因此，
积极心理学理念的运用能够帮助教育者在开展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提高
学生抗挫折能力。
1.3 交叉的教育内容
从教育内容上来看，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积极心理学的内容两者之间具有交叉性。新时代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根本，理想信念教育是核心，内容的实施重在融入、融合、融
通，尤其是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5]。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自我成长、自我管理以及
自我全面发展等方面，重点在于引导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帮助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形成
正向反馈[6]。积极心理学更加注重的是个体的积极情绪、幸福感等各方面的正向体验，其最大的作用就是促
进个体更好的发展[7]。基于教育内容，将积极心理学和大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融合，能够为大学生
积极的价值取向、优秀品格和自尊、自信品质的形成打下重要基础。
2 积极心理学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层
2.1 积极的情感体验促进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
主观幸福感是个人的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是自我生活状态和周边环境对自身感官等多方面的评价后

所产生的情绪体验，是积极心理品质形成的重要基础。由于每一个人的认知以及所处的环境有所不同，对痛
苦和幸福的体验与个体的积极性心理品质的水平有关，幸福感的高低和积极心理品质相互影响并相互制
约，一个人的积极品质越多，幸福感也会越高，一个人的积极品质越少，对幸福的感知能力则越弱。积极的情
感体验会促进思维的发展，如果大学生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产生共情，会消
除学生的抵触反感情绪，提高教育的效果。作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思政教育工作者与大学
生之间的积极互动和情感培养十分重要，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当学生真实的需求得到满足，愿意信赖教
育工作者，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便不再空洞乏味，而是更具亲和力[8]。
2.2 积极的品质培养提升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想要提升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最关键的在于提升教育内容与大学生的认知方式、心理体验、现

实需求的契合度，丰富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问题的经验，从而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9]。在
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或难题时，拥有积极心理品质的大学生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反复尝试正向
的努力，能够看到自身优势与资源，会有效利用相关的支持，为自己积极赋能。积极心理学通过培养大学生
的积极品质，养成大学生积极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能够满足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的现实需求。通过提
高大学生解决突发事件或实践难题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2.3 积极的教育环境增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大学生所处的现实生活情境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相关，这决定了教育内容的生成。开展大学生日

常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贴近大学生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学习生活，需要关注大学生的情绪变化，创设一个
适应时代、贴近现实的情境。大学生阶段是发展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阶段，不良的人际关系会给日常的学习
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造成大学生心理健康等各类问题的产生。如果大学生处在积极的环境中，与他人
有着良好的互动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样也能够更快地获得积极的反馈，从而形成正向的循环。日
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将无形的理论融入可感的体验，将抽象的理论转换为通俗形象的生活话语，有助
于增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吸引力。[10]

3 积极心理学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抑制因素
3.1 大学生思想政治意识薄弱，积极心理学教育环境缺失
在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多元文化的冲击与涌入影响着教育的形式。在多种教育形态的深入影

响之下，每一个人的理想信念会有差异。当下的高校大学生群体中，绝大部分的学生将自身的理想信念着眼
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对于思想政治知识的概念并未有深入的理解，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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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灌输模式难以调动大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和提升的内在需要和动机，甚至部分学生会产生
排斥和抵触等消极情绪，影响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11]。因此，当大学生长时间处在消极环境中，他们
的积极心理品质会形成得更加缓慢，如果没有进一步正确有效的引导，极有可能因为认知观念的不同形成
负面品质并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
3.2 大学生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化，积极心理学融入效果不佳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推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而大学生在文

化传播过程中能发挥重要作用，从更为深层次的角度而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青年群
体的主流价值和思想认知，是文化发展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由于多种社会思潮的涌入，大学生群体的思
想和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大学生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被进一步削弱，时
效性亦不能得到充分的提升，从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无法发挥切实的推动作用，成为众多学科教育
当中容易被忽视的一部分，若引导教育不及时，必然会对大部分学生思想价值观念的形成带来负面影响。[12]总
而言之，大学生性格、人格、心理素质等各方面品质的形成受到了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思想价值观念的多
元化会导致各自的信仰选择不同，进而影响着积极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效果。
3.3 大学生思想政治的认知差异化，积极心理学的引导较为复杂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会形成特定的区域观念及文化特色，这些往往是人的个性品质形成的重要

基础。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成员性格习惯和处事方法无形之中影响着大学生的积极心
理品质。认知差异的形成受到环境的影响，每一个大学生成长环境的不同，使得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
理解产生差异。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一个较为抽象化的概念，每个人对于其内容的理解有所不一，接受思想
政治教育的意愿亦有所不同。将积极心理学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内容或者是
形式的选择都较为复杂，无法充分满足个体的多元化需求，从而造成积极心理学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合
成效的差异。
4 积极心理学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
4.1 营造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积极品质的形成，它能为学生提供舒适的情感体验，可

以满足学生的自尊和自信等心理需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受到课堂氛围、校园文化建设、群体交往模式和
大众传媒等多方面的影响。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全方位的拓展，利用校园、家庭、网
络等多重资源，形成多位一体的联动和立体化的教育环境，发挥环境育人的功能。
家庭是每一个人成长和生活中的第一学校，亦是教育体系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对个体的良好品德

和积极品质培育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在积极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人往往情绪会更为稳定，父母采取
积极的教养方式，家庭成员间情感交流充分，对个人的成长的影响深远而持久。因此，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
环境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关键点。学生家庭环境的改变可以通过家校联系、家长学校等途径，以营造
良好的教育环境。
大学生集中在校园内学习、生活的时间最多，校园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巨大。这里所指的校园环境不仅

包含满足日常学习、生活需求的硬件设施，还包括最具渗透力和影响力的校园文化环境。营造积极的校园环
境，首先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加强学风建设，在校园内形成积极上进、赶学比超的学习氛围；其次要发挥
榜样示范的作用，帮助学生树立学习和模仿的榜样，用身边典型的日常行为渗透和感染其他学生的思想行
为和价值观；最后要定期开展正能量思想和行为宣传教育，引导大学生规范行为、内化价值观念，形成自身
的积极品质。在重大节日和纪念日时，教育者要充分挖掘节庆日蕴藏的教育资源和价值意义，与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进行融合渗透，有效地整合资源，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活动，推动积极的校园文化建设。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大学生学习、生活各个方面，网络的开放性、方便性、

多样性、自由性，使其成为一个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碰撞的场所，也成了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
地。因此，对网络平台的管理和引导、网络舆情的监测和研判十分重要，教育工作者要第一时间开展正确舆
论引导，通过弘扬和传递积极的正能量，营造网络育人的良好环境，在网络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不脱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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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更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让学生更愿意接受。
4.2 拓展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问题，可以将积极心理学的内容渗透到具体的教育过

程当中，创造积极的心理状态，促进大学生良好行为的形成，从而达到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1）将积极情感体验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正处于成长阶段，在学习与生活的过程当中

势必会遇到较多的挫折，进而产生疲倦、烦躁、叛逆等情绪。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及时发现学生的不良情绪
以及情感感知，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化解心理困扰，降低因不良情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大学生日常
社会实践活动中融入更多的积极体验也是一种可行路径，例如暑期实践中教育者带领大学生寻访红色印
记，聆听身边的老一辈革命家、老一代共产党人的故事，感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情感，通过对比历史和现在
的生活现状，增进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通过讨论会或者朋友圈分享，强化大学生进取心，进而更加坚定理
想信念。
（2）将培育积极心理品质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心理品质包含了人的美德、利他行为、社

会责任感等，把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培育大学生
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心理品质，丰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大学阶段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水平不
均衡，每个人对自我的了解并不全面，不良的归因方式对认知也有影响。在认知形成的过程中，大学生个体
的情绪、语言以及所处的环境各有不同，进一步造成认知行为的差异。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通过
改变认知来帮助大学生消除不合理信念，建立合理的归因方式，从而改变情绪和行为结果。
4.3 坚持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予以高度重视，为他们提供积极心理学等方面的讲座和培训，提高他们

对积极心理学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增强他们应对学生心理问题方面的能力，帮助他们接受积极的教育理
念，并在工作过程中运用于实践。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借鉴积极心理学的工作方法，关注个体的
情感体验和积极品质培养。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在他们身上都拥有一定的积极心理品质以及
积极向上的成长动力。持有积极教育态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够关注和了解到每个大学生的情况，并
且相信学生有积极的潜能，通过适当的引导，更好地推进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形成。教育工作者需要不断挖
掘每一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进一步引导学生发挥的优势，使其能够在良好的情绪的推动之下，激发完善自
我的强烈欲望，并通过积极心理品质提升自身素养。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需要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的结
合，使学生能够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所感悟、有所认知，从而触发良好品质的形成。例如，通过举办各类丰富
多彩的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培养学生敢于吃苦、勇于挑战的优良品质。与此同时，教育工作者要对具有消极
心理的学生进行引导，鼓励学生克服心中的恐惧，培养健康阳光的心理状态，从而发展和构建良好的积极心
理品质。
5 结束语
大学生作为一个拥有自主思想的群体，积极心理品质的持续性发展，对其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力。因

此，培养积极的心理品质能够有助于学生的成长，帮助学生在遇到挫折与困难时能够采用正确的方式进行
有效的应对，进一步消除各类问题对心理健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形成健康的心理以及良好的认知状
态。积极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大学生的品质进行有效引导，是帮助大学生成为
优质人才，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接受性，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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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to
Rout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ZHENG Yue-hong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re activ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society in the new era, and their
ideological cognition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will further influence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
ment. The concept and method of positive psychology can ser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and
bring a new transformation to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ositive psychology focuses more on
the positive power of people, discovers their positive potential and qualitie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and promotes
effective self-growth and self-worth of college students by cultivating their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en－
hancing individual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integrating with their rout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to build a positive educational atmosphere, create a positiv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adhere to posi－
tive educational concepts.

Key words: positive psychology; college students; rout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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