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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培育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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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关系到大学生群体的身心健康发展，与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大学生教育工作的全面变革和

系统创新存在紧密的关联。本文从大学生群体教育管理工作入手，对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分析，力求可以展现

大学生群体教育和引导工作的价值和作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工作的综合组织成效，使高校大学生群体教育引导工作的效能得到充

分系统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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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related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system inno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al work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cultivation of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and strives to show the value 

and role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and guidance,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overall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talent tra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group education and guidance work has been fully and systematically brought into play.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group;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college education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期要全面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

改革工作的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也进一步明确新时期要促进高校

内涵式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系统的变革和创新，在

高校大学生群体教育和指导实践中，有意识的对他们实施积极的人

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能呈现出全新的发展状

态。在此背景下，高校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引发高度的

重视，如何结合新时代背景促进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

有效促进思政教育的全面变革，成为高校教育改革实践中需要重点

关注的问题。因此新时期高校应该重点针对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

态教育工作的开展进行分析，探索完善教育体系的构建和教育模式

的变革，保障大学生群体得到高效化的教育和指导。 

1 当前大学生积极心态培育的重要性 

心态对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大学生成

长过程中探索积极心态的培育，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乐观生活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结合时代背景和大学生教育引导的现实需

求，新时期在开展积极心态培育工作的过程中，能看出大学生积极

心态的教育和培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1.1 能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的锻炼 

结合大学生的成长需求制定积极心态培育方面的教育指导方

案，有效引导和促进大学生健康心理素质的形成和积极心态的教育

培养，能增强大学生教育和指导的有效性，可以科学指导和帮助大

学生沉着冷静的面对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类型问题，可以让他们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从而提高大学生的

心理素质水平，有效引导和帮助大学生全面发展[1]。 

1.2 能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 

大学生面对高校阶段生活的心态会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学习效

果，新时期在开展积极心态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有意识的探索积极

心理学教育指导工作的渗透，促进大学生积极心态和乐观心理状态

的形成，能形成良好的教育指导作用和心理启发作用，让大学生能

客观认识参与学习生活的重要性，能保持对学习和生活的旺盛热情

参与到学习实践中，以此为基础提高学生的课程学习能力和专业学

习效果，有效促进学生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2]。 

1.3 能锻炼大学生的社会交际素质 

大学生参与社会交往活动与他们良好心态的形成存在一定的

关系，新时期在对大学生实施有效教育和指导的过程中，重点培养

他们积极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状态，引入积极心理学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模式对学生实施教育指导，能带动高校大学生群体保持积极的心

态与同学、与老师等进行沟通和交流，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参

与交际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在教育活动中系统提升教育组

织成效，使高校大学生的社会交际素质和能力得到良好的培养，为

学生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积极心理学教育引导条件，切

实夯实心理健康教育改革的基础[3]。 

2 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措施 

在对高校教育活动进行全面改革和系统创新的过程中，对大学

生群体实施积极的教育指导，促进大学生健康社会心态的形成，能

显著改善大学生的心理状态，维护高校大学生群体的健康成长，使

学校教育工作的开展可以呈现出全新的发展状态： 

2.1 优化理论教育，提升大学生心理素质， 

理论教育工作的开展对大学生群体心理素质的提升具有极其

重要的现实作用，新时期高校在积极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

过程中，结合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培育工作的现实需求，学校可以

将理论教育工作的组织实施作为基础，从多角度促进社会意识形态

教育工作的系统贯彻落实，从而提高人才培养工作的综合发展成效
[4]。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将课堂教学活动作为理论教育的主阵地，

从多角度针对社会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进行分析，引导高校大学生

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等，从多角度夯实理论教育基础，形成对学生群体的教育引导作用，

在科学理论教育的支撑下，使高校大学生群体能端正心态面对社会

生活，及可以形成对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积极引导作用，从而促进他

们健康心理状态和积极心理诉求的形成。在此过程中。借助理论教

育的全面优化改革和系统创新，就能对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态

进行改革和调整，使高校大学生群体正确定位社会心态的变化，能

结合时代背景的需求，从多角度不断地发展自己和完善自己，在教

师的带领下提高个人综合素质水平，确保高校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素

质和心理状态可以呈现出积极健康的发展状态。 

2.2 强化精神引领，提高大学生认知水平  

科学的精神引领能形成对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积极带动作用，有

助于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组织实施，全面提高学校教育

的组织发展成效。因此新时期在对学校教育进行改革创新的过程

中，高校教师可以结合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态变化情况，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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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群体相关社会心态形成的原因，然后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精神

引领方案，使高校大学生群体保持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为他们良

好社会心态的形成奠定基础[5]。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可以借助先

进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形成校园文化对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熏陶和

感染作用，使高校大学生群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可以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历史观和社会观等，全面提高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综合素质

水平，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进一步优化。在此过程中，借助精神

教育的组织实施，可以更好地促进人才培养工作的系统变革和全面

创新，有效提升大学生教育培养的组织发展成效。另一方面，新时

期在对高校教育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强化大学生的精神引领作用，

引导高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借助先进思想的

宣传和精神引领作用的充分发挥，促进民族精神的弘扬、革命精神

的有效传承和红色基因的进一步优化发展，以此为基础形成对高校

大学生群体的积极引导和教育作用，促进大学生群体健康心态的形

成，为他们良好社会心态的成长和发展作出积极的引导。这样通过

精神引领教育的科学组织实施，高校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就能不断地

提升大学生群体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有效促进人才培养工作的

显著改善和系统创新，以此为基础不断优化人才培养工作的组织发

展成效，使高校大学生教育指导工作的开展可以呈现出全新的发展

状态。 

2.3 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大学生制度规范 

科学制度体系的规范和约束可以有效改善大学生社会心态培

育工作的组织发展成果，提高人才培养工作整体效能。因此新时期

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高校教师可以结合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的

教育和培养工作现实需求，从多角度针对制度规范和约束作用进行

改进和优化，在制度规范教育的作用下，使大学生教育和引导工作

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6]。一方面，高校可以结合大学生群体的成长

需求，制定与行为举止管理和要求相关的制度规范，形成对大学生

群体行为选择的积极引导作用，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可以严格地要

求自己和约束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能为社会建设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加快社会建设改革发展的总体进程。另一方

面，要注意对学生群体参与网络社会生活的情况进行规范和约束，

形成积极的价值导向，促进学生群体健康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

确保在科学教育引导工作的作用下，学生能规范网络社会自己的行

为选择，可以保持积极的心态参与到网络虚拟社会中，提高学生群

体的综合素质水平。这样借助科学的教育、指导和管理，就能促使

高校大学生群体教育指导工作的全面创新，也能优化学校教育工作

的整体质量和发展成效从而为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使学校教育工作的组织推进可以表现出全新的发展状态。 

2.4 回应学生诉求，调节大学生心理状态 

在大学生健康社会心态的教育和培育工作中，科学地对学生实

施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促进大学生心理问题的良好处理，是社会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科学提升教育工作组织成效的

必然选择。因此新时期在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系统改革创

新的过程中，学校教师可以重点从多角度回应学生的心理诉求，使

学生能重新地认识自己和定位自己，面对社会生活作出积极健康的

行为选择。在实际对学生群体开展教育和引导工作的过程中，有意

识地回应学生的内在心理诉求，可以重点从以下角度做好各项工

作： 

其一，针对学生的心理诉求进行分析，全面定位学生群体的心

理状态[7]。大学生群体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对大学生群体实

施教育和指导，应该聆听学生的内在心理诉求，只有能对学生的社

会心理诉求进行准确的定位，并对学生群体实施相对科学的教育和

指导，才能真正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组织实施的基本状态，从

而使高校大学生群体教育指导工作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因此新时

期要重点分析大学生群体的内在心理诉求，结合实际情况对教育活

动的组织规划进行分析，制定相对科学的教育和指导方案，对大学

生群体实施现代化的教育指导。 

其二，开展积极心理疏导，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水平的提升。

新时期在对高校大学生群体实施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结合

大学生群体的心理诉求，对他们实施积极的社会心理疏导工作，能

够支撑大学生群体健康、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通过提高大学生的

心理素质增强社会心态培育工作的效果[8]。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做

好社会心理疏导工作、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以及大学生社会心理危机

预测工作等，在科学指导的基础上降低学生出现心理危机的几率，

使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综合心理素质不断提升。 

其三，要制定心理危机干预方案，对学生实施个别性的心理疏

导。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遇到部分学生社会心态过于消极的情况，

此时就需要高校教师可以结合大学生群体的内在心理诉求或者心

理困境问题进行分析，解析大学生消极心理状态的原因，并以此为

基础开展心理干预和心理疏导工作，解决大学生群体的内在心理困

惑，以此为基础制定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体系，使高校大学生

群体的内在心理诉求得到极大的满足。这样就能在科学教育指导的

基础上，使大学生可以摆脱消极社会心态的不良影响，逐渐形成积

极的社会心态，有效增强大学生群体的整体素质水平[9]。 

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面探索高校大学生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积极促

进完善思政教育体系的构建和教育模式的创新，能够构建全新的教

育指导体系，使大学生群体能树立积极健康的教育心态，全面增强

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综合组织成效。在此背景下，高校从积极社会心

态入手对教育模式进行系统的改革创新，能够借助科学教育体系的

构建促进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能对大学生产生良好的

教育和引导作用，进一步增强高校教育教学活动的综合影响力，使

学生群体的综合学习能力和认识水平不断提升，进一步将高校大学

生群体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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