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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心理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条件
1.1课程有着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同的教育教学目标
心理学在描述解释各种心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背后，最终

是为了让我们掌握规律，学会运用规律去帮助自身成长，更好地
生活。在师范院校中开设的公用心理学课程与其他课程相比，它
不是单纯传授心理学知识，同时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自我管理、学
习情绪调节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能力。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
时，学会客观地认识自我、了解他人，理解人性的共同点和差异
性，从而懂得换位多角度地思考问题，学会生活等。思政课的教
育教学目标中，强调“立德树人”，要培养德、智、体、 美、劳等
全面发展，能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增砖添瓦的人才。学生通过学习
公共心理学课程，课程中涉及到对人的各种心理现象和基本规律
的探讨，既探究人的心理的共性也分析个性特征，既认识他人的
心理过程也剖析自我心理活动，学生对这些知识的学习会推动学
生去理解人性的共同点和差异性，在掌握心理学科学知识的同时
懂得宽容、理解、会管理自我和懂得生活，会在潜移默化中不断
提升自身的身心素养，这些素养可以帮助促进他们成长为国家需
要的人才。

1.2公共心理学的教育教学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密切联系
学校教育中的教育教学活动是一个让学生在学习掌握知识、

技能的同时帮助和引导学生形成道德品质和健康人格的过程。学
生学习各种知识、掌握各种技能以及培养塑造自身道德品质的过
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学生的感知、记忆、想象、思维、情
感、意志等心理活动，这些内容都是心理学的教学中要去探讨学
习的。心理学的教学本来就包含了对教学现象的解释，各种心理
学知识的学习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心理学
的教学对师范类专业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有着现实和长远
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信念，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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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学生在接受思想政
治教育这一学习活动，本身就是认知、情绪情感、意志和行为发
生变化的过程。正确的“三观”是学生健康全面发展，成长成才
的重要前提保障，心理学教育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密切联系，
两者可以互相促成教学目标的达成。

1.3公共心理学是地方本科院校课程思政、“三全育人”的重
要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大会上要求高校
“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工作的每个环节，实现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2018年，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再次强调：“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的主线融入教育的各个环
节。”学生正处于人生的“灌浆期”，在学科课程中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教师
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领域之一，相关课程的思政对于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未来教师，培养有着政治素养的教育现
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心理学作为地方本
科院校师范类专业学生的公用必修课，教学所占时间、教学份量、
涉及面等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公共心理学必然成为这类学校当
中课程思政的重要阵地。

2  地方本科院校公共心理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意义
2.1“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渗透式的教学中实现
在公共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中，课程本身涉及到大量的关于人

性、个性特征以及人的情绪情感、意志品质、价值需求等方面问
题的探讨，这些学科知识的学习会潜移默化地使学生通过知识的
迁移去塑造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进而实现对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这种非计划性的、无意识的、非预期性
的教学可以在无形之中促进学生价值观念的形成和知识的获得，
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思想和行为上的变化，最终形成社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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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这种学科渗透式的教学在帮助学生
形成良好的“三观”方面有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2.2公共心理学课程思政有助于促进师范生成长成才
地方本科院校为师范生开设心理学课程，是为了让这部分学

生掌握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了解学生的认知规律、情绪情感、个
性心理特征和倾向等，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对自己形成正确客观
的认识，最终促使这部分学生走上教师岗位时能更好地从事教师
职业。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除了教师个人的
学识外，个人的身心素养也会对学生产生影响，教师的心理是否
健康，会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培养出拥有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的教师可以从很大程度上预防教师心理问题和学
生的师源性心理问题。地方本科院校的公共心理学在课程教学中
注重课程思政，有意识地向师范生传播积极的价值观、正能量、培
养鉴别真善美的能力，可以促进师范生个人的成长，培养他们崇
高的师德，为这部分学生未来从事教师职业打下良好的基础。自
古以来那些成才成功的人我们去探寻其成长经历时都可以看到他
们一般都有优秀的老师指引着他们的成长，所以可以说培养出政
治素养高、心理素养强的优秀教师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

2.3公共心理学课程思政有助于改善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
在很多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很低，原因之一就在于这

些学校的教师大多身心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是不高的，甚至是不
合格的，教师体罚学生，虐待学生的事件时时发生，类似的媒体
报道不胜枚举，有的案例让人触目惊心。探究这些现象背后的原
因，很多专家就指出原因主要在于相关事件背后的教师师德低下
或自己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地方本科院校承担着为当地
农村中小学校培养师资的重要任务，教师素养将会严重地影响着
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心理学作为师范类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
学生通过学习心理学知识，了解心理现象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
正确认识自我，掌握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与成长
规律，获得教育智慧，从而更好地从事教师职业。在心理学课程
中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学科教学中“立德树人”的作
用，学生在无意的状态下形成高尚的情操、爱国情怀等，不仅对
于学生自身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也会影响着未来农村中小学
教师的身心素质，影响着这些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3  公共心理学课程思政路径探析
3.1教师不断学习提高自身教育教学水平
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在课堂这一最基础的育人环境

中通过个人的言行举止、人格、教学魅力等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学生。在学生漫长的学习历程中，教师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
要他人”，会对学生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人格的塑造造成重大的影
响，教师要让学生形成客观的自我认识、纳悦自我和他人、有着
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很好地调控自己的情绪、承受和应对挫折，
离不开教师的表率作用。心理学的课堂教学中过程，教师要充分
发挥个人的模范作用，不仅要有扎实的心理学理论知识，优秀的
教学方法，能将心理学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让
学生乐学、好学，同时也要锻炼好自身身心素质，有过硬的政治
素养，用言行一致的教育培育学生。与此同时，课程思政本身是
一项具有挑战的工作，教师必须关注教育的新观点、新理念，注
重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和素材的时效性，不断地替身个人的政治修
养、教学和学术水平，才能担起课程思政的重任。

3.2制定有效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
在公共心理学课程的教学中，要实现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教师首先需要围绕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制定课程的教学目标和
评价标准，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的建立是课程思政能够体现和落
实的前提。心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可以围绕一下内
容建立。

3.2.1引导学生立志成才。大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三观”形
成的重要时期，学生们在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的同时，开始更
多地关注社会现状，会有意识地思考自己的人生、设想未来。

自己的能力怎么样？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人？这些问题时刻在困扰着学生。在心理学课程的学习中，会
涉及到兴趣爱好、个人的能力、性格、气质等个性特征知识的
学习，在这些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充分地客
观正确地了解自己、评价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特长、优缺点
等，扬长补短，建立自信；同时帮助学生学会结合个人的实际情
况，确立正确地成长目标、人生目标，端正自己的学习动机，培
养坚定的意志品质，为实现有价值的目标不断努力。从古至今成
功人士的成长经历都证实了“要成才必须要先立志”。青年时期的
马克思、周恩来在学习时都有着崇高的志向。在教学过程中应该
设立引导学生立志成才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在充分了解自己以后，
立下志崇高的志向，激励学生为祖国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

3.2.2培养学生情感。教育要培养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要
让学生懂得学生珍惜自己、关爱他人、关心社会、国家和人类的
生存条件等，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让学生对他人、集体、社会
有关怀和慈爱之心，培养出有积极情感的人才是离不开学校的情
感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学教学都应该改承担起情感教育
的责任。在心理学的教学内容中，在情绪与情感的章节里对情绪
与情感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也有具体的方法教给学生学会调节情
绪，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感。这些现成的教学内容可以帮助培养学
生积极的情感，同时也可以看到心理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本身就存
在着很多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在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可以让学生
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情绪情感，学生可以从知识中得到情感源泉，
更好地培养自己的理智感、爱国情感、审美感等。

3.2.3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心理学作为一门既古老有
年轻的学科，其很多理论都是不同的学者站在自己的视角提出的，
没有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每一个理论有其优点也有很多局限性。
在讲授心理学相关流派及理论的时候，教师需要对具体的理论作具
体的分析，与学生探讨观点的正确与错误、唯物成分与唯心成分、
政治观点与学术观点等等。这样一种教学过程，无疑会锻炼和培养
了学生的理论思维的能力。将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作为教学目
标，教师给学生介绍各个理论的时候有目的的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
度去审视每一个理论，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总之，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观等的形成是在多方面、多种因
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大学生在学校接受系统的教育，在高校的课
堂中，每一门课程、每一个教师都应该改抓住机会系统地、有目
的地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他们高
尚的理想信念。由于心理学的目标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有着很
多重叠和交叉，地方本科院校心理学作为师范类专业学生的公共
必修课，进行课程思政，不仅可以促进课程本身目标的实现，还
可以提高教学效果，提高课程的育人水平。心理学的课程思政是
不拘谨于内容和形式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促进师教师教育
培养的未来的教师们健康成长和发展，拥有积极的价值观、人生
观、世界观，坚定且崇高的理想信念意义是重大的。心理学课程
思政是学生终身受益的教育体验。承担心理学课程教学的教师们
应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课程思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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