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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心理训练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探索

方延翠　郭大贤

海军航空大学　山东烟台　264000

摘　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要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结合。心理训练是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

要部分，是培养军校学员积极心态的有效的手段。在军校心理训练中融入课程思政，可以通过创设特定情境引发特定情感

体验、改变学员外在行为引发学员认知改变、培养学员积极习惯引导学员塑造积极的心理品质等手段来实现，另外心理训

练教练员树立积极的课程思政意识也是实现课程思政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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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明确指

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

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

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根据习主席的指示精神，全军各高校都对

不同学科如何更好的做好课程思政，如何更好的发挥“责

任田”的育人作用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具有学科特色

的课程思政体系。

2017 年教育部发布的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

程实施纲要》强调，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重要内容，要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结合，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义和利、群和己、成和败、得和失，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

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军人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军校

学员的必修课程和政治理论教学模块中的基础课程，同样发

挥着极其重要的育人作用，我们必须要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在培养军校学员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培养学员积极

心态中的引领作用。

一、心理训练对培养军校学员积极心态的重要性

心理训练是心理健康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军校心

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练兵先练心，心理训练可以对学员

的认知能力、情绪情感、意志品质与个性品质等心理品质进

行磨炼，对塑造学员过硬的心理品质与积极稳定的心态都有

重要作用。心理训练也是对军校学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有

效方式，心理训练是在人际沟通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团体

动力理论等心理学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体验激发情感、行

为改变认知、习惯积淀品质”的训练理念，通过设置一定的

困难情境，让学员在解决困难情境，完成既定任务的过程中，

体验自己的心理变化，并在交流分享中总结、强化该活动给

自己心理状态带来的积极改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

心理训练与心理教育最大的差别在于，心理教育是一

个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而心理训练是一个主动改变认知与

态度的过程。被动接受的知识需要经过内化的过程才能改变

一个人认知与态度，从而影响一个人的行为结果，这个过程

会伴随较多的遗忘，并且受个人主观意愿的影响较强。而个

人主动改变认知与态度可以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结果，并

且伴随较少的遗忘，个人接受程度高。所以心理训练是对军

校学员培养军校学员积极心态的有效的手段。

对军校学员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必须要遵循心理学的基

本原理。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态度是根据经验而系统化

了的一种心理和神经准备状态，它对个人的反应具有指导性

的或动力性的影响，也就是说态度的改变需要经历一个外界

刺激——态度主体——中介过程——行为结果的过程。所以

为学员创设一个特定的刺激情景，通过改变一个人在类似情

景中的经验，从而影响一个人的态度，最终达到我们期待的

改变行为结果，就可以实现我们对学员进行思想塑造的目

的。也就是在心理训练中融入课程思政也是对学员进行思政

教育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二、如何在军校心理训练模块中融入课程思政

1. 通过创设特定情境，引发特定情感体验

心理学的理论认为，所有的反应都是由刺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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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的心理活动也是由对应的刺激情景引发的。所以我们

想要引发一个人特定的心理反应，就可以通过人为的创造能

够引发期待的心理反应的特定情景来实现。所以在心理训练

中，可以在情景创设时加入课程思政的成分，或者观察活动

过程中个人表现出的令人期待的行为，在分享交流阶段进行

思想交流与强化，从而引发期待的思想教育的效果。

在进行团队合作科目比如穿越电网、合力冲击等心理

训练的时候，可以在情景创设的时候加入历史上我们解放

军曾面对的极其困难的情景，让学员组成的小团队想办法

又快又好的解决这个困难，在成功完成任务或任务失败后，

小组成员分享自己在参与活动中的想法与感受，然后教练员

分享历史上我们的解放军战士是如何战胜这个困难的，从而

引发学员团结精神、团队意识以及自我牺牲与自我奉献精神

的思考。另外可以观察小组成员在成功或者失败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典型行为，比如在解决困难情景时，有的

人会表现出高超的领导能力，有的人会表现出很强的团队荣

誉感，有的人会甘愿为了团队的成功而自我牺牲与自我奉献

等。教练员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一定要观察并且记录这些典

型行为，在分享交流环节强化团队荣誉感、团结精神、团队

意识以及自我牺牲与自我奉献的精神，从而引导学员正确认

识义和利、群和己、成和败、得和失，最终达到期待的德育

效果。

2. 通过改变学员的外在行为，从而引发学员认知的

改变

心理学认知行为理论认为决定一个人行为与情绪反应

的不是刺激情境本身，而是认知，也就是认知决定外在行为。

但是也有心理学理论认为认知与行为是相互影响的，不仅仅

认知会影响行为，并且一个人的行为也会反过来对认知产生

一定的影响。比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提出的态度改

变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个体认识到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之

间存在着矛盾的时候，个体就会产生认知不和谐的状态，并

会导致心理紧张，个体为了解除紧张就会使用改变认知、增

加新的认知等方法来恢复认知与行为的平衡。所以我们要改

变一个人的认知，可以从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开始。

比如在进行高空科目凌空跨越、飞跃自我等勇气训练

的时候，可以通过鼓励学员鼓起勇气克服困难，认可学员在

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并在总结交流的

时候给予强化，从而通过改变学员的态度与行为，改变学员

对自我的认知，强化学员的自尊与自信；对在高空科目中表

现出恐惧感的学员，教练员可以引导他大声喊出来“我可

以的”、“我一定可以通过的”等，通过喊出来的语言，

来激励自己的勇气与力量，提升克服困难的信心。以此为

例，在心理训练中通过改变学员的外在行为，从而引发学

员认知的改变，达到培养学员自尊、自信、勇敢等积极心

理品质的目的。

3. 通过培养学员积极的习惯，引导学员塑造积极的心

理品质

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认为，人对相关或不相关

的刺激的反应是可以被塑造的。根据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

我们要想塑造一个人的行为，只需要给他提供相应的环境，

并且对他做出的期待的反应给予强化，再加上多次有意识或

无意识的重复，就可以塑造一个人的习惯性行为反应。在这

个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各种手段的强化，可以将行为反应固化

下来，并且内化为个人的行为习惯，从而引导学员塑造积极

的心理品质。

比如在放松训练科目中进行呼吸放松、正念冥想等心

理训练的时候，可以通过生物反馈仪，以可视化的方式让学

员看到自己的身心放松状态，适时给予强化；同时让学员在

每天晚上睡前进行自我放松训练，通过不断的反复练习，将

身心放松塑造成为自己的一种习惯。当未来在面临任何过度

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支配自己的心态情况下，都能够自然而

然的使用习惯化了的放松技术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让负面情

绪支配自己的行为；另外可以通过正念冥想等训练手段，强

化学员在繁杂的信息轰炸下，保持独立思考、理智思考的能

力，塑造学员积极的心理品质，从而实现让学员树立理性平

和、积极向上的心态的德育目的。

在军校心理训练中融入课程思政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教练员要树立积极的课程思政意识。目前军校很多担负

心理训练任务的教练员是地方大学心理学专业出身，而地方

大学心理学专业知识大部分来自西方，西方心理学特别强调

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别，强调心理学价值中立，而忽

视心理学与思政教育之间的联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很多军校心理训练教练员的课程思政意识不强，在课程中实

施课程思政的意愿不强。在军校心理训练教练员这个特殊的

职位上，军校教员要对自己的岗位职责、使命任务有正确的

理解，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升政治站位，在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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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动融入课程思政部分，在训练实施过程中寻找课程思政

的突破点，树立积极的课程思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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