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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积极情绪，促进学生情绪管理 

续伟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临汾  041000） 

摘  要：培养学生积极情绪是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学生培养积极人格、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高校要重视学

生积极情绪的培养，加强对学生积极情绪的引导和培养，充分发挥其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为促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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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积极情绪是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和他人的积

极态度和体验，包括快乐、兴奋、温暖、满意等积极情绪，以

及悲伤、恐惧、厌恶等消极情绪。学生积极情绪的培养有助于

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高校要注重对

学生积极情绪的培养，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品

质，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高校要重视对

学生积极情绪的培养，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引导学生形

成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心态。高校要充分利用学生积极情绪，

充分发挥其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提高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培养学生积极情绪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的情绪状态可以反映其生理状态。人在情绪发生变化时，往

往会伴随着一些生理反应，比如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而这

些生理反应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研究表

明，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其积极情绪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在

现实生活中，一些学生因为各种原因出现了消极情绪，比如考

试焦虑、人际交往困难、对未来感到迷茫等，从而对学习和生

活产生消极影响。因此，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积极情绪的培养和

引导，引导学生更好地控制和调节自身的情绪状态，让其始终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积极人格品质。积极情绪是指个

体在面对某种事物时产生的积极、乐观、向上、健康的心理状

态。积极情绪在个体人格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帮助

个体形成健全的人格。因为积极情绪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前提

和基础，如果一个人没有积极情绪体验，就不会产生自信、乐

观、向上的人格品质。而积极情绪可以让人们形成积极的自我

评价和对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态度，增强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

从而形成良好的人格品质。 

（三）有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提升。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是高校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培养

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由于学生对教师缺乏信任度，加之心理压力过大等原因，

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抵触心理。高校要通过培养

学生积极情绪等方式来改善这种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讲，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质量的提升与培养学生积极情绪密切相关。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培养学生积极情绪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

径之一。学生通过参加各种活动、进行自我管理等方式来调节

自身情绪状态，进而提升自身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从而增强

其自身素质和心理适应能力，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

平的提高。 

（五）有助于推进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事业发展。心理健康

是学生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

技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影响，学生在学习、生活和

就业等方面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些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心理问题甚至是心理疾病。

因此，加强对学生积极情绪培养和引导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高

校要通过积极情绪培养来提升学生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从而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全面成长成才。 

二、学生情绪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不全面 

目前，在高校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主要关注的

是学生的心理问题，缺乏对学生情绪的关注和培养。但是，心

理问题是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常见现象，但并不是

所有的学生都会出现心理问题。如果高校教师能够及时关注到

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对学生进行帮助和引

导，就能有效降低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问题。但是

在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对学生

情绪的关注和培养，导致学生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情绪缺乏了

解。 

比如在上学初期，学生正处于学生活适应期，他们会表现

出紧张、不安和焦虑等情绪。但由于受到周围环境和同学关系

等因素的影响，学生往往会出现紧张、不安、焦虑等情绪。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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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上学中期和后期，学生进入到了情感丰富、敏感、独立

且善于思考的阶段。他们在这个阶段更多关注自身情感体验和

对周围事物的思考。但是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

学生在情感体验和思考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失。因此，高

校教师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2.2 学生缺少对积极情绪的认知和重视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主要是通过心理咨询、心理辅导

等方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学生作为一个

特殊的群体，其生理和心理特点都与其他学生不同。因此，在

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学生所产生

的各种情绪，并通过对积极情绪的引导和培养，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2.3 积极情绪培养工作缺乏创新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变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

着新的挑战。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最主要问

题是如何应对新媒体时代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中，主要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育方法，这一方式存在

着内容枯燥、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因此，高校要对传

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创新，将学生积极情绪培养工作贯

穿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目前，很多高校对学生积极

情绪培养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对积极情绪培养工作的创新。

因此，学生在积极情绪培养过程中不能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

和需求，导致学生积极情绪培养工作开展不到位。 

另外，高校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提高学生积极情绪培养

效果。当前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

问题。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和锻炼机会，导致很多学生对于理论

学习积极性不高。因此，要加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将学

生积极情绪培养工作融入到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去，提高学生

在实践活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促进学生积极情绪形成的方法和途径 

3.1 要注重情感教育，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 

高校要重视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利用情感体验促进学生

积极情绪的形成。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他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体验，例如愤怒、委屈、焦虑

等。如果不能很好地引导这些情绪，就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和正常学习生活。高校要重视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利用多种

形式开展情感教育活动，通过故事讲述、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导

学生积极体验自己的情感体验，让学生通过这些活动来发泄不

良情绪，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3.2 要重视心理辅导，促进学生积极情绪的形成 

在高校的日常教育中，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重要内容，心

理健康教育包括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通过对学生进行心理辅

导可以培养他们的积极情绪和乐观态度，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因此高校要重视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培养他们乐观、积极、

自信等良好的心理品质。高校要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在活动中引导学生积极体验自己的情感体验。例如可以通过一

些励志故事、心理电影、主题班会等形式引导学生积极体验自

己的情感体验。 

挫折教育是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实际生活中，面对困难和挫折时，部分学生容易产生消极情

绪。因此高校要重视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和挫折体验。通过开

展挫折教育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品

质，为他们形成良好的性格提供有利条件。 

3.3 加强对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 

校园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影响深远、润物无声的教育形

式和途径。良好文化氛围有助于激发学生积极情绪和形成良好

性格习惯。高校要重视对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和投入力度，

建设好校园文化环境。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浓

厚、温馨和谐等文化氛围；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可以让学生在校

园中体验到人生百态、世态炎凉；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可以让学

生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可

以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和先进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可以让学生在校园

中感受到温暖和关怀等情感体验。 

结束语：学生积极情绪的培养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重要内容，对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高校要重视学生积极情绪的培养，积极利用各种教

育资源，把积极情绪培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增强学生积极情绪的认知，引导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和心态面对

学习和生活，充分发挥学生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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