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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在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中的应用 
◆干艳燕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泸州  646000） 

 
摘要：积极心理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有助于帮助人们汲取正向的力量

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对于大学生和辅导员来说是必要的心理辅导指导观

点，也为开展大学生的思政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篇文章介绍了积极

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在大学思政辅导员的应用技巧方面作出简单

的分析，其中的人格优势、正向感知和正向思维的方式是主要的三个方

式。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辅导员能够知道如何正确的应用不同的思维技

巧帮助大学生塑造完整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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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积极心理学 早是由塞利格曼等人提出来，他们认为积极心

理学是研究如何让人类发挥自身的潜力，发觉人类本身具有的力
量，让个人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共同努力和谐发展，

终让人类走向大同和幸福。积极心理学也是一个创新的领域，
但是与传统的心理学领域不一样，积极心理学承认人类的失落情
绪，但是更加往积极的方向看。 

二、积极心理学的应用原则 
积极心理学同时具有心理学领域的特征，也具有人文主义的

精神，人文主义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一些缺陷。帮助心
理学领域更完整，成为不断发展的前进动力。积极心理学从多元
化的领域及其相关成果，并且进行科学的整合，明确了科学与心
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是以一种更高层次的观点来解
释二者的关系。 

（一）弱点与优点同时关注 
积极心理学不仅倡导要关注个人的优点，也要关注每个人的

缺陷。在传统心理学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弥补了心
理学发展史上的空白区域，让人们再次看见并且相信心里的力
量。因此，在时间积极心理学的过程当中，需要遵守的第一个原
则就是弱点与优势都要同等看待，不仅仅要发现优点，也不能忽
视缺陷。 

（二）修复创伤的时候也要注重预防复发 
根据积极心理学的原理，人们身上本身就有抵御疾病和心理

问题的基因因子，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如何调动我们自身本身的力
量去面对苦难。所以，应用积极心理学需要遵守的第二个原则就
是培养优势，取长补短。发挥抵御因子的长处，通过高效的干预
治疗提升因子的活力。 

三、积极心理学在辅导员工作中的应用技巧 
大学的辅导员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担任同学们的老师的同

时，也要解决学生们各种各样的生活问题。作为思政教育的主要
群体，将积极心理学英语辅导学生们的心理和生活中去，根据学

生和学校本身的情况来看，发挥不同学生的潜力，也应该引导学
生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并且在实践积极心理学的时候，强调个体
差异和对自我的认知和接受。比如，关于积极心理学中的感恩和
宽恕教育。根据研究结果来看，能够发现和感恩生活的人们更加
幸福，更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快乐，会少很多抑郁情绪，很少因为
事情产生焦虑。辅导员也要在自己的学生遭遇到挫折的时候敏感
发现，告诉他们挫折是难免的，要提高他们抵抗挫折的能力；在
他们遇到困境，在苦难中的时候，也要学会感恩，看见美好和幸
运的东西。但是不能够提倡学生们压抑自己的情绪，允许他们宣
泄和发泄自己的情绪，但还要用合理的方式。 

四、积极人格优势在思政教育工作中的应用技巧 
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要客观的认知自

己。从众多的特征中准确地分辨出自己的长处和优点，根据积极
心理学的原理体系来看，有一些优势是可以在不同的人群中得到
培养和引导形成。总共有 24 类型的人格，六种大的人格优势。
如果能够客观的发现自己的优势，并且能够合理的运用自己的优
势，调动自己的天赋，个体就会拥有自信心，自身存在感和充满
力量。个体也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客观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
足，趋利避害，扬长补短，逐渐形成良性循环，提升提神的同时
也可以有方向，有目标，会少走很多的弯路。所以，辅导员在做
思想教育工作和思政辅导的时候， 重要的就是帮助学生不断认
识自己，尤其是要分析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只有客观地认识了自
己，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接触其他人。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应该
在给予自己的学生更多的职责和压力，而是在适合的时候给予足
够的鼓励和信心，找出挫折的客观原因更为重要，让学生们的人
格变得更加健康和完整。 

结语：心理健康和思政教育逐渐重要的今天，积极心理学的
应用对于大学和高校的辅导员来说，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注
意合理的运用每个学生不一样的人格优势，帮助学生们看到美好
的部分，但也不能否认黑暗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做到优势与劣
势同时看到，认真学习积极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内容，在辅导员
岗位上积极应用心理学知识解决同学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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