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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校园环境优化路径研究
彭　斌

（广州华商学院神经经济学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1300）

摘要：积极心理学以善良、乐观等积极情感培养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致力于让所有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幸福，增强个体积

极情绪体验，塑造他们积极人格。高校要立足积极心理学，优化

校园环境，从物质环境、文化环境、人际环境和网络环境入手，

优化校园建筑物、园林景观设计，激发学生积极情感；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增强对学生人文关怀，塑造他们积极

人格；优化校园人际环境，促进学生社团发展，提高学生人际交

往能力；立足“互联网 +”时代，加强校园网络环境管理，弘扬

社会正能量，培养学生积极情感，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提高校园环境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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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校园环境建设不再拘泥于建筑文化、

制度文化建设，着眼于文化建设、网络环境和人际交往环境建设，

有利于营造温馨、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从而激发大学生积

极情感，有利于优化校园网络环境，帮助学生抵御不良文化侵蚀，

从而提高他们道德情操。高校要把积极心理学融入校园物质环境、

文化环境、人际环境和网络环境建设中，优化校园园林景观设计、

增加健身设施和雕塑，弘扬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提高学校文化

软实力，加强校园网络环境监管，过滤不良信息，净化校园网络，

弘扬社会正能量，塑造学生爱国、正直、乐观的积极人格，提高

他们道德素养和心理素质，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一、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校园环境建设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情感

校园环境作为学生长期生活于其中的可感可知、具体生动的

一种微观社会，对学生情感、行为等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温馨、美好的校园环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

全身心投入学习中，让他们感受温馨的生活环境，增强他们的校

园归属感，从而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热爱学校、自强不息的积极

情感，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校园环境建设中，培养他们乐观积极、

吃苦耐劳和开拓创新的积极情感。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人际交往能力

积极心理学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增进人们的主观幸福

感，并且人们能从良好的人际交往中获得自尊，内化为积极的人格。

随着抖音、B 站、微博等网络社交媒体的崛起，网络交友成为“00

后”大学生主要社交手段，导致很多学生出现了社交障碍，不愿

意参与社团活动、与同学之间的人际交往比较少。积极心理学融

入高校校园环境建设，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校园人际交往环境，例

如校园艺术节、社团活动，促进不同专业、同班学生之间的交流，

让他们走出社交恐惧的阴霾，从而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沟

通能力，让他们感受友谊的珍贵，发挥出校园环境育人价值。

（三）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首先，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校园环境建设有利于营造良好的

校园文化氛围，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和自主学习积极性，培养

他们良好的时间观念，让他们全身心投入专业课学习、社会实践中，

塑造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提高他们学习能力。其次，

积极心理学融入校园环境建设有利于改善校园物质环境，优化教

学楼、宿舍和图书馆设施，渗透人文关怀，为学生提供更加便捷、

温馨的生活服务，培养他们绿色环保、艰苦朴素的良好生活习惯。

（四）有利于提高校园文化建设质量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积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

和人文教育等融入校园环境建设中，有利于丰富校园文化内涵，

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的了解，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和自豪感，塑造他们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精神面貌。同时，积

极心理学融入校园环境建设有利于净化校园网络环境，便于学校

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转发社会正能量新闻、时代楷模先进事迹，

传递社会正能量，避免学生受到不良文化侵蚀，从而提高校园网

络文化建设质量。

二、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校园环境建设现状

（一）校园物质景观缺乏人文气息

高校校园物质环境建设理念不科学，存在盲目扩建教学楼和

宿舍楼、校园整体布局规划不合理、物质校园景观设计千篇一律

等问题，缺乏足够的人文气息，道德内涵。很多高校致力于修建

宏伟的教学楼、现代化的体育馆、广阔的绿化地、设备齐全的图

书馆等，虽然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但是却呈现

出单调、僵化的特点，缺乏雕塑、画廊、宣传栏和景观设计，难

以对学生带来道德上的启迪。僵硬的校园物质景观缺乏审美价值

与人文气息，难以激发学生积极情感。

（二）校园文化环境缺乏积极情绪体验

校园文化环境包含校园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三个

层面，但是目前很多高校更侧重制度文化建设，忽略了精神文化

和行为文化建设，难以激发学生积极情感体验，不利于培养他们

良好学习和生活习惯。例如学校精神文化环境建设更注重校风学

风建设，却忽略了学生情感需求、审美需求和就业需求，以人为

本理念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制度文化建设中缺少人文关怀，局限

于学生学分考核、教师绩效考核，忽略了对师生的情感关怀、精

神激励，难以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影响了校园文化

环境建设质量。

（三）校园人际环境不太和谐

高校良好人际环境的营造离不开学生之间、老师之间、师生

之间和谐人际关系的维护，有利于激发学生积极情感，提高学生

人际交往能力。但是高校对人际环境建设不太和谐，一方面体现

在学校在校园环境精神中忽略了学生主体地位，没有征集学生对

校园景观、文化和校园活动环境建设的意见，忽略了他们的内心

感受。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中忽略了与学生进行真诚平等的交流，

难以挖掘出学生内在的积极人格品质，缺乏和谐的师生关系，无

形中影响了和谐校园建设。

（四）校园网络环境缺乏正能量

互联网时代下，高校校园网络环境更加复杂，例如网络谣言

肆意散播、西方个人英雄主义、血腥暴力的网络游戏等，这些给

校园网络环境带来了负能量，影响了大学生心理健康和道德素养。

但是高校对网络环境的监管却不太到位，更侧重更新各个专业教

学视频、学校活动，对校园网络舆情监管和处理不到位，与学生

线上互动比较少，也忽略了在学校微博、抖音等平台发布正能量

短视频和文章，缺乏正能量的传播，影响了校园网络环境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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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校园环境优化路径

（一）优化校园物质环境，激发学生积极情感

高校要从校园物质环境建设入手，完善校园建筑、校园设施

和校园景观，提高校园物质环境生态美学价值，营造温馨、美观

的校园物质景观，激发学生积极情感。首先，学校要合理布局校

园建筑，优化建筑形态、建筑艺术、建筑风格，挑选符合“00 后”

大学生审美、校园文化要求的建筑设计风格，尤其要重视校园标

志性建筑的设计与装饰，要凸显办学理念和人文关怀，让师生产

生赏心悦目的感受，激发他们的积极情感。例如学校要优化图书

馆、主教学楼等标志性建筑物设计方案，在标志性建筑物中融入

学校育人理念，凸显建筑物形态美、文化美，涵养校园精神文化，

塑造学生积极向上、刻苦求学的积极情感。其次，学校要积极生

态美学的校园景观，立足当地自然环境，把校园景观和生态理念

相结合，达到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统一。例如学校可以优化校园景

观设计，把树木、草地、花卉、湖泊和草坪等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营造返璞归真、充满诗意的校园景观，让学生在优美的校园景观

中放松身心，缓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压力。此外，学校可以引导

学生参与校园环境建设，让他们在井盖上、建筑物外墙上手绘卡

通画、风景画等，营造温馨、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增强他们的

主人翁意识，塑造他们积极人格。

（二）优化校园文化环境，提高校园文化建设质量

校园文化是高校校园环境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塑造良好校

风、学风、教风的重要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一，学校要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训中，引用经典著作的语句或故事深

入挖掘学校历史文化底蕴，例如“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自强

不息”等典故，充分认识校训精神在塑造大学生人格和德行方面

的特殊作用，并进行设计校徽，并把校风校训融入校园宣传栏、

教学楼走廊和线上教学平台网页设计中，全面宣传校训，营造良

好校风。同时，学校还可以把传统文化融入学风、教风建设中，

弘扬中华民族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和科学学习等美好品德，并在

校园内张贴相关标语和书法作品，例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给予学生更多积极的心理暗示，

从而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还可以创新师德师风建设，营造

良好的学术氛围、科研氛围，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研科研项目，

弘扬“四有好教师”精神，塑造良好教风。第二，学校要加强制

度文化的人文关怀，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实施人性化管理，灵活

制定校规校纪、学分考核和绩效考核等指标，增加对师生的关注

与爱护，让冰冷的制度变得更有人情味。学校要从单纯的考核激

励转移到从物质层面、情感关怀、精神支持上的激励等综合激励，

统筹兼顾，促进师生心理上产生积极的情绪，增强他们的幸福感，

从而激发他们对学习、生活的热爱，避免学生出现厌学情绪，消

除教师职业倦怠情绪，提高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质量。

（三）优化校园人际环境，培养学生积极人格

新媒体时代下，很多大学生存在社交障碍，害怕与陌生人接

触、不善于自我表达、不擅长交际等问题，影响了他们人际交往

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这给他们就业创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学校要积极组织各类学生社团活动，促进不同专业、不同年级、

社团成员、学生之间的交流，营造良好的校园人际环境，鼓励学

生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进一步提高他们人际交往能力，帮助他们

克服社交障碍。例如学校可以组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节，设

立汉服秀、书法、篆刻、国画、民族器乐和民族舞蹈等展览，鼓

励各个社团积极参与，为学生搭建艺术交流的舞台，营造和谐、

轻松的人际交往环境，鼓励他们发挥所长，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自

信心，让他们主动参与社团活动、学校艺术表演，逐步提高他们

人际交往能力和心理素质。此外，学校还要督促辅导员开展积极

心理学教育，让他们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打造和谐班级，激发学

生潜在的积极情感，让他们变得更加乐观向上、让他们主动交友，

提升辅导员班级管理和学生管理工作质量。例如辅导员可以加强

对贫困学生的关注，既要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又要为他们提供帮

助，为他们推荐勤工助学岗位、暑期工作岗位，鼓励他们自强不息，

让他们感受到老师和学校的光彩，从而培养他们乐观、积极向上、

自强不息的积极人格，提升高校校园人际环境建设质量。

（四）优化校园网络环境，创设正能量校园网络空间 

首先，高校要净化校园网络空间，成立校园网络安全管理部

门，由专人对校园网络环境进行监测，及时过滤网络不良信息，

避免负面信息影响大学生三观，提高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道德

素养，打造网络思政教育阵地。同时，学校还要加强正面宣传，

在官方微博、抖音和微信公众号转发社会正能量新闻、时代楷模

先进事迹等，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劳动

精神和红色文化，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本校学生营

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其次，学校还要加强网络舆论监管，

对学校贴吧、微博、微信等平台信息进行监管，一旦发现学生发

表不正当言论、散播他人隐私或散布网络谣言，要及时阻断这些

不良信息，并定位信息发布者 IP 和位置，及时对学生进行教育，

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督促他们遵守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让他

们远离“网络键盘侠”，营造良好的校园网络环境。此外，学校

还要积极开展网络心理健康教育，为他们提供线上心理咨询服务，

及时对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干预，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问题，

提高校园网络环境建设质量。

四、结语

总之，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校园环境建设更加人性化、多

元化、复杂化，学校要立足“00 后”大学生身心发育特点、办学

理念等，因地制宜开展校园环境建设，从校园物质环境、文化环境、

人际环境和网络环境四个层面入手，优化校园环境建设路径，促

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要优化校园建筑、园林景观设计，

营造优美、富有艺术气息和诗意的校园物质环境，激发学生积极

情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人文关怀，提高校园文化

环境建设质量，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他们更加积极

向上，促进学生社团活动发展，营造良好校园人际环境，净化校

园网络环境，全面优化高校校园环境建设路径，促进高校高质量

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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