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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心理学定律运用于高职学生思政教育的研究 
李炳涛 

（烟台职业学院  烟台莱山区滨海中路 2018 号  264670） 

摘要：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肩负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运用心理学定律中的蝴蝶效应、马太效应、
荷花定律，组建出一套教育组合拳，探索整理行之有效的教育策略方法和教育规律，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上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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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教育能够满足学生的自身成

长需要，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认同，而非强制、僵硬的被动教化，
达到习总书记强调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教育学
习结果。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易令教育场景枯燥、乏味，极易
偏向于过度理论化和单纯说教的境地，引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不
够、效能不足、韧劲不高，容易陷入学习的迷茫。运用心理学
定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能够取得一定的教育效果，张晓枫
教师谈到的期望定律——平时的教学中倾向性的给予学生更多
的信任、肯定和鼓励，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较强的的学习信心，
较易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1］；陈银凤教师谈到“期望定律”“鲶
鱼效应”“超限效应”的教育管理探索，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2］；
江丽教师谈到“首因效应”“马太效应”“洛克定律”“罗森塔尔
效应”“标签效应”谈到发挥心理学定律的积极作用开展教育教
学活动［3］……长期的教育探索中发现，蝴蝶效应、马太效应、
荷花定律的组合运用，构建出了一套教育组合拳，提供了教育
策略方法，能够从根本上抓住教育与学习的心理特点，揭示了
了思政教育的规律，解决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痛点——
动力不够、效能不足、韧劲不高的问题，能够将教育过程更加
的具象化，提升三全育人成效。 

（一）蝴蝶效应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在 1963 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到

了蝴蝶效应：一只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几下翅膀，一段时间
以后在美国可以引起一场龙卷风［4］。理论的依据是蝴蝶扇动翅
膀产生的微弱的气流，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
化，进而引起一个连锁反应，导致其他系统的较大变化［5］。蝴
蝶效应启示我们，初始十分微小的事情，可能带来巨大的变化，
同样重视微小的行为举动，也会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 

十九大报告召开时，我们学校以系为单位观看视频直播，
上厕所的间隙，碰到一个男学生 W，笑我急匆匆肯定是内急，
我告诉他不是，正在观看的十九大视频直播，很有看头，可以
看看。没曾想晚上查宿舍的时候，全宿舍都在观看十九大报告
视频，隔几天去班级的时候，有学生笑着问我 “老师这次十九
大会议意义非凡啊”“W 说你觉得有看头啊” “老师给我们讲
讲我国的科技发展吧”“雾霾现在很严重啊” ……我没曾想一
次急匆匆的上厕所和学生说的一句有看头，会在这个班级引起
这么大反响，后来我在这个班开展的十九大主题教育十分成功，
现场同学们踊跃的发言讨论，很明显都是认真的看过十九大报
告并且有一定的思考。 

在思政工作中，很多时候，教师都是会重视主题班会、思
想政治课堂、主题谈心谈话等正式的活动，认为集体授课、正
式场合，高效全面，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形式，所以
把精力投入到思想政治课程研究和主题班会的丰富多彩上面，
反而忽视了平日里的一些细微小事的作用影响，忽视了可能只
是走廊里遇见的一句玩笑、教师办公桌上一份十九大报告、教

室里的粘贴的一张特色贴纸、一次户外活动……这些小事情的
作用，往往，这些细微小事的效果却是出乎意料，令人惊讶。 

在实践调研中发现，相较于本科院校学生，高职学生普遍
存在学习动力不足、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所以在课堂上普遍
发生譬如睡觉、走神的现象，调查发现，思政课堂的这一现象
更加普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差强人意；高职学生同时
具有好奇心强、从众普遍的特点，这一特点容易被激发出兴趣，
产生想一探究竟的动力。据此，细微小事的着手点在于激发学
生兴趣，让将枯燥思政教育以更加丰富更加细致的引入学生教
育，以学生为主体，探索更加丰富更加细致更能入心的春风化
雨般教育方式，发挥出高职学生的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全面提
升高职学生的学习创造性，从而使得思政教育能够彻底和扎实。 

（二）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来源一则寓言：从前，一个国王给了 3 个仆人每

人一银子，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后还给国王。一段时间后，第一
个仆人还了国王 10 锭银子，国王奖励了 10 座城池给他，第二
个仆人还了 5 锭银子，国王奖励了 5 座城池，第三仆人因为怕
丢失银子，一直没有敢动，把国王给你的 1 锭银子还了回来，
于是，国王命令收回这 1 锭银子不予奖励，说:“银子少的，再
少也要拿回来，银子多的，再多也要奖励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这就是“马太效应”，反映了普遍存在社会中的现象，强者愈强、
弱者愈弱，多者越多、少者越少［6］。 

高校思政教育旨在推进教育的公平，推进思政教育普及化，
把党的先进理论深入人心，指导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但是教育中往往存在马太效应，教育的两极化导致教书
育人的成效差强人意。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对思政内容学习不仅
领悟快而且成绩好，学习能力弱的学生学习领悟的既慢且不足。
学习成长越好的学生，就会觉得越容易，得到周边老师的夸奖
和同学们的赞美就越多，得到的资源就越多，获得的学习效能
感就越强，从而越发喜欢学习享受进步，自然而然成长的就越
多，自我效能感就会更强，自信心就越足，进而形成一个良性
的循环。而学习成长不足的学生，越学不通不理解，就越烦恼，
相比身边的同学领悟的快且好和得到的夸赞，学习动力越来越
不足，自我效能感不足，进而影响学习的主动性，逐渐形成一
个恶性循环，丧失了进取心。 

细究马太效应，对我们的实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发有
三点：1、尽早扶弱。在国外的一些优质幼儿园教育中，在孩童
上学后父母会被及时告知自己的小孩优点和不足，尤其是不足，
这样尽早发现尽早弥补，否则出现的劣势和不足便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巩固了，最终劣势越来越累积，
孩童偏向不自信的轨道上。所以，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需要及时发现“跟不上趟”“成绩落后”“不积极”的学生，早
发现早引导，同时尽可能多的给予倾斜学习机会和学习资源而
非学的不好不给予或者少给予学习机会和资源，在社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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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三下乡、社会实践、微信公众号编辑等等活动中，
鼓励参加，鼓励进步，逐步提升巩固学习效能感；2、优弱互助。
对于发展好的同学固然需要表扬，鼓励努力学习，戒骄戒躁，
树立榜样，同时教育引导“帮助他人——个人强不是强，能够
带动一帮人强才是强”的理念，帮扶发展落后的同学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优秀学生的带动能力。3、均衡肯定。对于优秀学生，
教师自然是喜爱溢于言表，行为举止中自然流露出对优秀学生
和落后学生的差别对待，如果不加以克制必然造成只重视和培
养优秀学生而忽视落后学生，两极分化和对立的情况就会更加
突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便会更加明显，那么弱者不
仅丧失学习动力，甚至发展为丧失学习思想政治向党靠拢的信
心和动力，再步步发展为学生中的散漫和不稳定因素，情况越
来越坏。实践中多次例证，教师对弱势学生的一次肯定，提供
一次表现机会，给予一个表现平台，效果大到出乎意料。 

（三）荷花定律 
一个荷塘，第一天荷花开放的很少，第二天开放的数量大

约是第一天的两倍，在这之后的每一天，荷花都会以这个进度
开放。 

假如第 30 天，荷花就开满了整个池塘，那么请问：在第几
天池塘中的荷花开了一半？ 

是第 15 天？ 
错！是第 29 天！ 
这便是荷花定律。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叶满塘，香远益

清，而其中蕴藏的道理对我们的思政工作启示无穷。细细研究
分析，蕴含了两层含义：坚持积累和坚持“最后一公里”，无不
体现韧性和恒心的重要。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7］，高校作为思政教育的主阵地任务
艰巨，内容庞大，工作量大。“道虽迩，不行不至。”在实际工
作中，需要学习荷花定律的内涵，切忌急于求成、好大喜功、
心浮气躁，而应脚踏实地、日积月累。认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总结积累思政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举措，每日多一点努
力、多一个谈心谈话、多积累一个知识案例、多发一个公众号
文章、多开展一个思政主题活动……只要每日多一点，终究量
变引起质变。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
以成江海”。数学上有这么一道运算题描述的生动形象：1.01365 
=37.8 与 1365=1，两个运算的对比可以看出对于数字 1 而言，如
果每日多累计一点，累积 365 天后的变化惊人，取得成绩达到
37.8 倍之多，而这样大的变化却只是每天多做那么一点。这就
是积累的魅力。“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高校思政工作，
开始的时候做的工作微不足道，可能是整理了一个笔记，可能
只是发了一个微信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荷叶积累的越
来越多，经过 29 天的量变，厚积薄发，最终会迎来第 30 天的
质变。 

荷花定律中，29 天开满一半，30 天开满池塘，最难打通的
一段路往往是“最后一公里”，最关键的也是最后一公里。古人
说的“行百里者半九十”，行一百里路，走了九十里路才算是一
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最后一公里，不是运气和聪明，拼的
是毅力、恒心和韧劲。为什么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思政教育工作
取不到理想的成绩？答案就在于没有走完最后一公里这个关
键。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各级教育部门，无不重
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每一位教师都

投入巨大精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但是思政教育质量参差不齐。
细究这一现象背后根因，便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包括因取得
一些成绩而自满和没有突破临界点两个问题。关于因取得一些
成绩而自满的问题，比如像在运用思政课堂、第二课堂、网络
阵地等多渠道开展思政教育一段时间后，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涨，
优秀同学涌现，成效逐步显现，荣誉和肯定夸赞紧随而来，这
个时候获得满足感会让很多教育工作者误以为工作圆满成功，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奋战终于可以歇歇了，剩下的就是递交材
料交流宣传。事实上是这些成效可能就像第 29 天或者第 28 天
的池塘荷叶，不仅已学习领会的内容存在遗忘问题，而且对未
学习领会的少数学生教育就是一项巨大工程，在马太效应章节
中讨论过，对待这少部分同学需要更大的耐心和恒心；关于临
界点问题，比如长跑中，很多人都存在跑了一段路程后，身体
会有胸闷气短、两腿发软、呼吸困难、迈不动腿等症状，这实
际上就是遇到了身体的临界点或者疲劳点，这是一种生理上的
现象，如果此时继续坚持，依靠个人的顽强意志和韧性坚持，
熬过疲劳点后，身体的乳酸清除会加快，供氧增多，身体的机
能会迅速恢复，这个时候就会感到轻松许多。再比如，商场中
有这样一句话，“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而后天很美好”，
商场上的创业者，绝大部分人，往往崩溃在明天的晚上，没有
等到后天的黎明，就是因为没有坚持的住。因为临界点，在克
服过程中，容易带来身体上的疲累和心理上的消极情绪，这个
时候，唯有坚持，也就是“熬得住”，考验的就是韧性，坚持下
去，没有趴下，就会迎来胜利。 

总之，结合具体实践工作细究三大心理学定律，能够互相
搭配组成教育组合拳，蝴蝶效应提示我们于细微处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马太效应提示我们通过尽早扶弱、优弱互助、均衡
肯定的策略不断提升巩固学生学习的效能感的重要性，荷花定
律提示我们既要坚持积累集沙成塔也要坚持走完“最后一公
里”，从解决兴趣不足、效能不足、韧性不足的三方面揭示了思
政教育的策略和规律，对目前思政教育提供了纲要，把教学过
程体现的更加具象，接下来就能够紧抓关键点，对思政教育工
作有的放矢，从而开展思政教育更加有效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三权育人成效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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