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116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路径研究 
李淼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2046） 

摘要：随着当前社会的不断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越来越多的思想潮流和

文化进入大众的视野，青年一代在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同时也要抵抗不良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状况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显

得格外重要。高校作为文化聚集的重要基地，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教书育人，要弘扬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同时要引导

学生正确看待外来文化。青年一代当前面临着诸多的诱惑，心理健康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融合在一起，可以更好地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性和深度。基于此，本文主要讲述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着重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意义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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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是当前心理健

康教育的初步尝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校思政教育在不断研

究的过程中所做出的新的尝试。在学生的眼中，高校思政教育总是

针对既有理论的不断研究，更注重对红色文化的探讨，而忽视了其

实际的应用价值。并且很多高校在开展思政教育的过程中也是将更

多的目光放在了对理论的分析和解释上，忽视在这一过程中与学生

的互动。并且当前很多大学生面临着复杂的社会情况，各种社会压

力或者是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都形成了一定的

冲击，因此当前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也是高校培养人才要关注的

重点内容。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融合可

以有效地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同时可以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

更为专业的理论支撑。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当前，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十分注重思想政治课程教育，通过设

置全面的课程体系带领学生一起进行相关理论的学习，但是由于很

多教师在开展理论讲学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尤其

是当前年轻一代的大学生接触到越来越多元化的知识体系，导致很

多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充满了抵触情绪，对于学生来说课程相对

枯燥，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教学目标。并且当前很多高校的思想政治

教育仅仅停留在理论学习层面，忽视了对理论的实际应用，很多时

候学生对理论的掌握只是皮毛，并没有深入到理论的更深层次的部

分进行思考。其次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融合程度

不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作为基础课程，独立性较高，但是仍

然需要与其他专业学科进行融合，由此更好地实现学科的专业化、

精深化发展。 

二、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当前社会发展迅速，对新一代年轻人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大学生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社会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关注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当前高校开展教育的重要问题。并且当前社

会环境复杂，大学生面临着多元文化潮流的入侵，大学生所面对的

环境要相对以往来说更加多元化。而且当代的青年一代面临着更多

的压力，无论是来自家庭学业或者是社会环境，都要求大学生能够

在具备专业理论基础的同时，具有更为多样化的技能。因此高校在

培养大学生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对于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更重

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合理排解自身情绪，能够正确看待来自各方的压

力，引导大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看待自己的成长环境，并具备更多

元化的素质基础，以此来面对未来的发展环境。关注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问题，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有效结合，可以为推动心理健康

教育寻找新的理论支撑，同时注入新的理论活力。也能够让学生在

这一过程中更好地感受到思政课程的魅力，降低学生对于心理健康

教育以及思政课程教育的抵触情绪。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让学生可以正确面对自己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积极进行问

题解决和沟通，促进高校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意义 

思政教育是当前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思政

教育可以更进一步地提升高校的办学教育质量。同时学生的心理健

康问题也是当前高校办学中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学生只有具备良

好的道德素质基础、心理健康，才能够更好地接受高校教育，并成

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人才，这对于今后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积极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融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思政教育的范围，将思政理论

应用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当中。其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较为

复杂的问题，需要融合多个学科的内容，针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进

行针对性的调整，因此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融入到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中可以更好地帮助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策略 

（一）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两者之间理念的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体

系，并且各自的系统性较强，因此在推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双

方教师能够首先在里面方向上进行学科融合。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多

的理论层面的指导内容，可以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理念。

相关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过程中，要注重教学

中的理念渗透，首先应当让学生具备相应的学习方向和目标，同时

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德育部分，作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

以此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健康基础和道德文化素质，让学生在进

行学科融合的过程中，既能够掌握前沿理论，又可以强化自身的心

理素质。 

比如，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会涉及到关于革命年代的历史事

件或者是相关的理论内容，通过这些内容可以引导大学生回顾历史，

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感。在当前四行文化等多元文化入侵国内环境

的大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应当坚定自身的文化自信，能够通过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对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进一步的提升，引导大学生可

以具备正确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坚定的个人信仰，在实现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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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可以具备专业技能的支撑以及精神力量的支持。教师要首

先针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心理健康教育进行融合，归纳在理念方

向上达成一致。 

（二）培养资深教师队伍，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思政教育逐渐成为一个热门专业越

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投入到高校思政教育研究当中，同时从事高校大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但是针对相关讲师的教学能力以及

研究深度仍然有待考察，为了更好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质量

以及拓展教学的深度，高校应当注重培养自身的教师队伍，同时促

进思政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交叉融合，高校可以定期组织

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教师与负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教师

进行交流探讨，针对目前高校大学生的培养现状进行深入研究。 

比如，为了更好地培养高质量的教师队伍，首先在招聘环节就

要严格把控师资力量，同时注重对教师的专业技能培训，不仅要让

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课程基础，同时也要具备相应的教学能力。要

让教师能够将自己所掌握的专业技能传递给学生，让大学生真正能

够在课堂上学有所得。同时高校可以成立教研小组，由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的教师以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组成，双方之间定期

就学生问题进行交流探讨，致力于提升思想政治课程的创新性以及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让学生以更为积极的状态迎接课程

学习。 

（三）创新课程教学形式，提升对大学生的吸引力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生的个人发展需求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同时学生希望自己所接触的思政课堂能够有所创新而不是相对传统

的教师说教的模式。如果教师仅仅针对思政内容对学生进行理论引

导教学，同时融入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问题，很容易引起

学生的抵触情绪。大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

已经具备独立的思想，一味地说教反而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为

此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的过程

中，要注意创新课堂的教学形式提升对于学生的吸引力，让学生能

够感受到学习思政内容的趣味性，同时正确看待自己存在的心理健

康问题。 

比如，在思政课上，教师可以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引导大学

生可以自主地进行思政内容的研究和探索。在课下大学生可以自己

搜集相关信息，并进行归纳整理制作成 PPT，在课上与其他人进行

学术交流和探讨，或者采用实景模拟的方式，让学生将自己在思政

课程中所学到的相关内容进行模拟展示，同时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

合，以思政课程中的理论为指导，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教师在课堂上也应当主动学会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并且与学

生打成一片，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探讨。 

（四）注重实践，强调理论的实际应用 

针对思想政治课程相关的理论学习， 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应

用于实际生活当中，因此教师在开展思政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引导

学生进行理论实践，强调理论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尤其是在将思

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

生能够发现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似之处，借助部分思政理论指导大学

生心理健康问题。学生也可以利用思政理论，指导自己的实际生活，

既能够更加深入地参透相关理论，把握专业知识，又可以用于解决

现实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道德素质，夯实课程学习

的基础和深度。 

比如，在思想政治课程教育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中的诸多部分均可指导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问题思考。通过对

理论的深入研究，引导大学生能够正确看待自己所面对的社会环境

和压力，同时缓解学生的心理焦虑，让大学生能够以更为平和的心

态，处理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另外学生也可以进行社会实践活动，

通过观察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思政课程中所涉及到的理论进

行深入分析和探索，在丰富学生社会经验的同时，引导学生对相关

理论有更为深入的见解和认知。同时也能够不断强化学生的心理素

养，引导学生能够以更为全面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 

（五）鼓励大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增强理论研究能力 

在进入大学之后，可供学生进行自由支配的时间变多，如果这

些时间不能进行合理地支配，大学生很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

响从而形成一些不好的社会习惯，因此，作为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正

确的引导，可以鼓励大学生参与课题研究，无论是帮助教师进行重

点课题的研究或者是大学生根据自己所发现的问题进行调研，都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同时可以为大学生的未来发

展提供经验基础。从思政教育出发，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

为研究对象，引导大学生在研究的过程中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

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教师可以给予学生一定的指导，让大学生可

以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比如，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理论研究任务，针对思政教育的诸

多理论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并就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通过理论分析、调查问卷等诸多内容辅助大学生进行数据信息搜集，

鼓励大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搜集信息，并为自己的理论

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其次在研究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过程中，

让大学生切实发现在自己身边，很多大学生的确存在着心理健康问

题，引导大学生群体自己进行思考如何解决心理健康问题。针对学

生的研究课题，教师要给予指导，面对有研究潜力的课题，教师要

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尽可能地取得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为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积攒经验，奠定研究基础。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对理论的

不断优化，要根据既有的理论与心理健康教育进行有效的融合，关

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关

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合理科学地安排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吸引更

多的大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研究，提升大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修养，

同时降低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抵触情绪。借

助多样化的方式促进两者之间的有效融合，在满足理论研究与解决

现实问题的基础上，促进交叉学科的融合，促进大学生的发展和进

步。另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优化创新以及与心理健康教育之

间的有效融合可以为开展思想政治课程提供新的研究和应用思路，

也可以为心理健康教育注入多样化的理论支撑，提升整体的办学教

育质量。 

参考文献： 

[1]刘子荧, 朱斌.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

合研究[J]. 时代人物, 2021, 000(024):P.1-2. 

[2]吴雨琛.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结

合研究[J]. 发明与创新·教育信息化, 2020, 000(009):5-6. 

[3]丛小惠.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思

[J]. 精品, 2020(3):1. 

[4]张瑞雪.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

究[J]. 人文之友, 2018. 

作者简介：李淼，（1984 年 6 月-），女，汉族，陕西咸阳，陕

西服装工程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