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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强化理论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性探索 
——以校园疫情防控为例 

张健 1  赵洪 2 

（1.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2.贵州民族大学机械电子学院） 

摘要：强化理论是指强化作用发出者通过强化媒介对个体行为产生强化刺激，进而对个体行为产生调整和规范。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中正确运用强化理论不但有利于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还可以通过积极正向刺激，使新时代的大学生群体形成正确

的观念、行为，进而把握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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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强化理论的正确运用对于个体行为的规范甚至是固定行为的

构建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正确把握强化作用不仅可以有利用大学

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更有利于促进其健康成长。疫情防控已成常

态化，在这一背景下大学校园因其“封闭性、聚集性、流动性”等

显著特性，决定了校园疫情防控在整个社会面至关重要的地位，做

好校园疫情防控对于巩固现有防控成果、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以及

及时反馈防控动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大学生而言校园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的每日健康打卡，成为及时掌握在校大学生身体健康状

况，切实保障师生健康和校园安全的重要途径，对于大学生而言，

如何及时、真实、有效的完成每日健康打卡不仅是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校园日常管理的难点也成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

借助强化理论，对于大学生实施恰当的强化刺激并同时对其行为效

果进行及时反馈，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每日健康打卡习惯的养成，同

样也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塑造良好的行为。 

二、强化理论概述 

（一）强化理论概念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经过对人和动物的学

习进行的长期实验研究，提出了强化理论。他认为人或者动物为了

达到某种目的，会采取一定的行为作用于环境。当这种行为的后果

对他有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在以后重复出现，不利的时候这种行为

就会减弱或者是消失。人们通过利用这种正向强化或者负向强化的

方法来对行为的后果产生影响，进而对行为进行修正，这就是强 化

理论的主要内容。强化理论应用在教育过程中可以起到对行为进行

校正的效果， 虽然大学生业已成年，形成了固有的行为模式，但

同样可以通过正向或者负向的 强化刺激，对大学生的行为进行矫

正。 

（二）强化作用的应用原则 

强化作用一致性原则。对于不同的行为个体实施相同的强化内

容，应该给予一致的强化反馈。如甲积极参加学校活动，给予其正

向的反馈，而对于乙则批评其耽误学习时间，这样一样，行为个体

对于强化内容会产生混淆，不知如何实施行为，这就不利于强化作

用的凸显，所以，在对强化作用实施过程中应该秉承一致性的原则。 

及时反馈性原则。强化理论强调，教师对于个体行为的产生要

给予即时性的反馈，只有通过反馈才能对个体的行为及时进行强

化，进而有利于促进稳固行为的产生。同样，及时反馈架构起强化

刺激实施者与适用者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 通过及时且不断的信

息反馈，才能对强化过程及时修正，从而取得预想的效果。 

三、强化理论在校园疫情防控中的应用 

斯金纳把他的强化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对儿童不良行为的矫正

工作。认为只要成人注意不论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都不去强化儿童

的不良行为,那么,这种不良行为就能得到矫正。同样，对于校园疫

情防控中的每日健康打卡，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个新事物，

是一个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运用好强化理论，同样也可以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贵州 XX 大学 XX 学院随机抽取两个班作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进行理论应用， 实验组通过强化理论进行行为矫正，对照组不

做任何干预，通过 3 个月的对比， 观察强化理论是否在校园疫情

防控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实验组班级做如下行为干 预，对于班级

中每日健康打卡完成速度最快的同学给予表扬，并在综合成绩测评 

中有所体现，同时对于班级每日健康打卡最后完成的一名同学，惩

罚其负责督促 第二天的班级健康打卡，第二天最后完成的同学负

责督促第三天的班级健康打卡， 以此类推。三个月后，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健康打卡效率可以如下表所示。 

表 1 两组健康打卡日均完成时间对照 

时间 
实验组健康打卡日均完成时

间 

对照组健康打卡日均完成时

间 

3 月 7h 7.5h 

4 月 5h 7h 

5 月 3.5h 7.2h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经过 3-5 月三个月的强化训练，实验组

班级每日健康打卡日均完成时间从 7 小时缩短到了 3.5 个小时，

而从对照组即没有给予任何干预的班级每日健康打卡情况来看，日

均完成时间仍在 7 个小时左右浮动，没有显著的变化。通过两组

的对比可以看出，强化理论一方面通过对率先完成每日健康打卡同

学的正向刺激和最后一名完成每日健康打卡同学的负向刺激双向

强化，实验组班级的打卡效率 2 倍于对照组班级，由此看见，强

化理论在大学生每日健康打卡行为规范及固定行为养成方面起到

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四、强化理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启示 

从每日校园疫情打卡情况来看，运用好强化理论能够对学生的

行为习惯以及行为检测产生正向的积极作用，以此为出发点，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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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理论运用到其他校园管理及学生工作中，亦会取得比较不错的效

果，强化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创新启示可以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正确把握强化渐进性 

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只有对强化理论进行深入理解，

深刻把握强化理论的内涵，才能自如地将强化理论的要义运用在实

际工作中。在具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强化理论

的运用应该重点掌握好频率与间隔，深刻领悟强化理论所具有的渐

进性，才会对大学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反之，如果过分强调强

化，就会产生大学生心理层面的疲惫，对强化的效果产生消极影响， 

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反而对大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起到消极引导

作用。如果强化理论运用不足，造成力度不够，就不能形成较强的

刺激，造成大学生行为的弱化甚至是行为消失，进而对大学生的积

极性产生消极作用。在强化理论中，强化频率分为四种，即固定时

间段内的固定频率强化、固定时间段内的不固定频率强化、非固定

时间段内的固定频率强化以及非固定时间段内的不固定频率强化，

通过对这四种频率的强化灵活运用，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性格特

征、行为习惯、强化反馈、环境变化等进行相应的调适。 

所谓的强化理论的渐进性有两个层面含义。其一，大学生行为

的强化作用显现具有一定的递进性和持久作用；其二，对于大学生

行为期望的标准值不能设置过高。从以上两个层面的含义来看，大

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对于大学生来说，强化理论的施行是通过对大学生现有行

为的矫正和调整，对大学生部分不良行为进行规范，进而实现外部

环境刺激到内部自身强化的转变，同时，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而言，对于大学生的期望标准值不要设置过高，要尊重大学

生的成长规律，以渐进的方式对大学生行为方面的问题进行改变。

目标一经设置过高，不论对于施用者还是适用者，都不利于实现心

理预期。强化理论指出，人的行为塑造或改变不是一次性就能够完

成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因而，对大学生行为的矫正与调整，

应该采取连续与间隔强化相结合的方式，着重对间隔频率进行调

节，将大学生的行为塑造朝向预期的方向不断强化，直至新行为的

产生。 

（二）正确把握强化时效性 

强化理论中的时效性是指，强化这一过程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另外，强化作用对象的教育效果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强化理论在教

育过程中作为一种技术，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得当能够对

强化作用的时效性进行有力保障。强化作用的实现是通过以下过程

完成。 

 
图 1 强化作用过程 

通过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强化通过强化为这一行为媒介对个体

产生作用，进而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强化物作为行为媒介在整个

过程中的作用是对个体行为产生刺激，从而使个体行为产生渐进且

连续的反应。将行为媒介与个体行为相机和，可以在合理的有效期

内对个体行为产生强化作用，保证了强化作用的时效性。如对于经

常参加志愿活动的同学及时进行表彰，既对其前一段时间的志愿行

为给予积极反馈，又会对其后续的志愿积极性产生一定的正向引

导。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正确把握强化作用的

时效性，能够对 大学生起到鼓励和积极引导的作用，通过激发其

信心和热情进而强化其个体行为。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应该加强对强化作用的重视，拒绝形式主义，真 正促进大学生成

才成长。 

（三）正确把握强化正向性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过程中，强化理论因其双向刺激作

用而形成异化的强化效果，正确使用强化作用的正向刺激，尽量避

免强化作用的负向刺激是思政工作的应有之义。在正向刺激下，个

体行为会产生积极的行为结果，或降低消极的行为结果，对于这两

种效果，对于大学生来说接受度是较高的，正向的刺激会带动积极

的情绪和行为，而负向刺激的强化作用虽然会带来比较强烈的效

果， 但这种效果的时效性是短暂的且副作用是明显，负向刺激所

带来的的负面效果往往具有强制特征，这是强化作用所不可避免

的。增强强化作用的正向性，不但有有利于促进个体积极行为的养

成，更有利于教育教学的优化，所以，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而

言，正确把握强化作用的正向性会起到积极的效果反馈。 

五、结语 

新时期大学生在思想和行为等方面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区别，

如何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质要求。

以强化理论作为出发点，探索强化理论在大学生日常管理特别是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应用，进而讨论强化理论在新时代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启示，不但可以对大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及时

而有效的调整和规范，同时也能够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

效性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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