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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疗法视角下提升高校思政课爱国主义教育教学实

效性 

黎品之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清远  511510） 

摘  要：本研究从认知行为疗法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提升高校思政课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实效性。通过分析学生的认知过程

和行为反应，我们发现了一系列认知偏差和行为障碍，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学生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接受和理解。因此，我们提出了一

些教学策略和方法，包括积极引导学生思考爱国主义理念、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以及建立有效的教育评估机制。这些策略将有助于

提高高校思政课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培养更具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学生。本研究的目标是推动思政课教育的创新，使之更

好地适应当代高校学生的需求，培养具备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公民。我们相信，通过认知行为疗法的视角，思政课教

育将焕发新的活力，为塑造更好的社会未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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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常简称思政课，是培养学生爱国

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关键环节。然而，随着社会变革的不

断深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传统的思政课教育模式面临新的挑

战。如何提高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一个不同寻

常的角度出发，以认知行为疗法的视角，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认知行为疗法，通常用于治疗心理障碍和情感问题，强调认知

过程与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认为，将认知行为疗法的原

理应用于思政课教育中，可能有助于解决学生在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方面的认知偏差和行为障碍。通过深入分析学生的认知过

程和行为反应，我们将尝试识别可能妨碍思政课教育实效性的

因素。随后，我们将提出一系列教学策略和方法，旨在积极引

导学生思考爱国主义理念、激发情感共鸣以及建立有效的教育

评估机制。这些策略不仅有望提高思政课教育的实效性，还将

有助于培养更具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学生。 

一、思政课教学现状与挑战：高校思政课的爱国主义教育

实效性问题 

高等教育中的思政课一直被认为是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

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渠道。然而，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

和信息时代的挑战，高校思政课教育面临许多现状和挑战，尤

其是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实效性问题备受关注。本文将深入

探讨高校思政课的爱国主义教育现状与挑战，并提出一种潜在

的解决方案，即认知行为疗法的应用。 

高校思政课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

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情感和道德观念。然而，传统

的思政课教育模式在满足当代学生需求方面面临挑战。学生对

传统教育形式的兴趣下降，难以引发深刻的思考，导致爱国主

义教育效果不佳。高校思政课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问题表现

为多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学生对爱国主义概念的理解可能存

在认知偏差，他们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反思。其次，爱国主义

情感的培养需要更多的情感共鸣和情感教育。最后，现有的教

育评估机制难以准确衡量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成就，评

估方法需要改进。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广泛用于治疗心理障碍

和情感问题的方法，其核心理念是认知过程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密切。将认知行为疗法的原理应用于高校思政课中可能有助于

解决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问题。通过分析学生的认知过程和

行为反应，我们可以识别可能影响教育效果的因素，进一步引

导学生思考爱国主义理念、激发情感共鸣，并建立有效的教育

评估机制。 

认知行为疗法的应用前景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方向，可能有

助于提高高校思政课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通过思考现状和

挑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问题的本质，并探索创新的解决方

案，从而培养更具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感的学生。在本文的后

续部分，我们将深入讨论认知行为疗法在高校思政课改革中的

应用，以期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认知行为疗法的理论与原则：在高校思政课中的应用

前景 

高校思政课一直承担着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

感的重要使命。然而，要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我们需

要借鉴认知行为疗法的理论与原则，以寻求更具前瞻性的应用

前景。本文将深入探讨认知行为疗法的关键概念和原则，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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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其如何在高校思政课中应用，为爱国主义教育带来革新。 

认知行为疗法强调认知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在高校思

政课中，学生的认知过程和行为反应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接受

和理解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认知行为疗法的关键概念中汲取

灵感，例如认知重构、情感调节、自我观察和行为实验等。这

些概念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爱国主义理念，识别认知偏差，

并改进自己的行为反应。认知行为疗法的实践建立在一系列原

则之上，包括合作性、问题导向、结构性和目标导向等。将这

些原则应用于高校思政课教育中，可以帮助教师与学生建立合

作关系，解决问题，提供清晰的教学结构，以及明确的教育目

标。这些原则有助于优化思政课的教学过程，提高教育效果。 

认知行为疗法的应用前景在高校思政课教育中是值得探讨

的。通过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观察和情感调节，教育者可以激发

学生的情感共鸣，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接受爱国主义理念。

此外，认知行为疗法原则的应用将帮助教师建立更有效的教学

策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通过在高校思政课中引入认知

行为疗法的理论与原则，我们可以期待更具创新性和前瞻性的

教育实践，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这将有助于培养更具

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感的学生，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更积

极的贡献。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深入讨论如何将认知行为

疗法的理论与原则应用于高校思政课教育，并展望未来的发展

前景。 

三、教育创新与实效性提升：认知行为疗法视角下的思政

课改革探讨 

高校思政课一直被视为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

感的关键教育环节，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生需求的变化，

传统思政课模式可能需要进行创新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性。本文

将讨论如何借鉴认知行为疗法的视角，进行思政课改革，以实

现教育创新和实效性提升。 

高校思政课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

责任感，以及培养他们的道德观念。然而，传统的思政课模式

在满足当代学生需求方面面临挑战。学生对传统教育形式的兴

趣下降，难以引发深刻的思考，导致教育效果不佳。因此，思

政课改革势在必行。 

认知行为疗法的理论和原则为思政课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借

鉴。通过分析学生的认知过程和行为反应，教育者可以更好地

了解学生的认知偏差和行为障碍，从而针对性地进行改革。认

知行为疗法强调情感调节和自我观察，这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情

感共鸣，提高他们对爱国主义理念的理解。在认知行为疗法视

角下，思政课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包括积极引导学生思考爱国主

义理念、提高情感共鸣和建立有效的教育评估机制。首先，教

育者可以通过开展讨论、案例分析和角色扮演等活动来引导学

生深入思考爱国主义的内涵。其次，情感教育可以通过反思个

人经历和情感表达来实现。最后，教育评估机制需要改进，以

更准确地衡量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成就。本文通过借鉴

认知行为疗法的视角，深入探讨了高校思政课改革的必要性和

方法。认知行为疗法的理论与原则为思政课的教育实效性提升

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爱国主义理念，提高

情感共鸣，和改进教育评估机制，我们可以实现思政课的更高

效和更有意义。这一视角为思政课改革提供了更具前瞻性的路

径，有助于培养更具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感的学生，为国家的

繁荣和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这一思考方式鼓励教育界不断创

新，不断改进教育方式和方法，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 

认知行为疗法视角下的思政课改革将为高校思政课的教育

实效性提供新的途径。通过教育创新，我们可以更好地满足学

生的需求，培养更具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学生。这将有助

于塑造更好的社会未来，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认知行为疗法在思政课教

育改革中的应用，为教育实践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 

总结： 

高校思政课一直承担着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

感的使命。通过借鉴认知行为疗法的视角，我们可以在思政课

教育中实现教育创新和实效性提升。这一思考方式引导我们深

刻认识到，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教育界需要不断创新，

不断改进教育方式和方法。认知行为疗法的理论与原则为思政

课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爱国主义理念，

提高情感共鸣，改进教育评估机制，我们可以实现思政课教育

的更高效和更有意义。这一视角为思政课改革提供了更具前瞻

性的路径，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爱

国主义的内涵。我们希望未来的教育实践中能够更广泛地探索

认知行为疗法的视角，并将其应用于思政课教育中。这将为高

校思政课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培养更具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

感的学生。这些学生将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积极参与者，为国家

的繁荣和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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