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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围绕积极心理学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并

讲述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存在的教学问题，从中体现出教育理念落后、忽

视学生个性发展等问题。同时，为提高积极心理学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
应用效率，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全面发展，为其提供相对科学、合理、有

效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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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应用积极心理学展开教学，不仅能促进高

校思政教育教学有效性提升，还能帮助高校学生树立正确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融入积极心理学
展开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当前高校思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理念落后 
在以往高校思政教育中，由于大多数教师受传统应试教育所

影响，在教学过程中过于重视学生考试成绩及应试能力。而对于
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问题时，教师也只会看到学生产生的问题，故
而将问题无限放大，忽略学生良好的积极品质。同时，在学生学
习过程中出现问题时，虽然教师会及时改正学生错误和缺点，但
在过程中会给予相对过激的批评，使学生产生问题的现象逐渐增
多，并较为容易出现厌学、逃课、抑郁等问题。其次，思政教育
课程的实际功能便是个体享用功能，也是大学生思政教育本质的
体现。然而，在高校思政教育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过于注重社
会功能，忽略学生个体属性的培养，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
受不到积极情感，从而降低学生积极品质。 

（二）忽视学生个性发展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开展教学实践活动，是保障思政教育顺利

进行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在传统的高校思政教育教学中，大
多数教师都忽视学生个性发展，较为重视社会属性。虽然我国的
狠心理念是集体主义、社会本位，在思政教育中重视社会属性本
来没错，但是过于压制学生个性极有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积极品
质，并降低学生在学习中的创造性及主动性。此外，在高校思政
教育教学中，部分教师教育观念仍旧固守己见，缺乏与时俱进意
识，仍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进行传授理论知识。并未注重
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感受，没有给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使学生
个性发展受到限制，从而降低学生学习积极性。 

二、积极心理学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一）加强培养教师积极心态 
高校思政教育教师作为教学开展的重要实施者，其自身具备

怎样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心态，将会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形式及
方法。因此，在应用积极心理学开展高校思政教育时，教师首先
要具备一定的积极心态，并对积极心理学理念有一定的认知与认
同，才可实现高效的积极心理学高校思政教育课堂。首先，高校
思政教师应积极探索将积极心理学理念科学、合理的运用在思政
教育中的正确手段。并身体力行的关注自身积极方面，利用自身
积极态度、健全人格。高尚情操和乐观心理去引导与熏陶学生，
为学生营造一个积极、愉快、轻松地学习氛围。此外，高校思政
教育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应以积极态度、积极情感、积
极心理去创设课堂内外的心理环境，将积极心理学充分运用到思
政教育教学中，从而激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便与提升
高校思政教育教学效率。 

（二）营造积极的思政教育环境 
在积极心理学中认为，人们处于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便

影响着人们以后发展的方向。因此，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应用积极
心理学展开教学，相关教师应为学生营造积极地思政教育环境，
以促使学生长期受积极思政教育环境熏陶，从而产生积极心理。
首先，在建立积极思政教育环境过程中，高校思政教育教师可通
过开展网络思政文化建设、思政社团服务等组织活动，通过学生

集体及网络平台将积极地思政教育全方位、多层面、大覆盖的弘
扬校园文化体系中。其次，高校思政教师可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
平台，进行打造一批具备思想、乐趣、知识、服务的校园网络和
自媒体平台，进一步拓展传播思政教育的主要阵地。其次，高校
学生除却在校学习期间接触最多的便是自己的家庭，父母的教养
方式将会直接影响着孩子性格、行为、习惯、思想的塑造。因此，
营造积极的家庭环境氛围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此过程中，相关教
师可通过召开家长会来展开集体讨论，与各个家长进行沟通构建
积极家庭环境氛围的重要性，提高家长思政教育意识，从而全方
面提升学生积极品质。 

（三）培养大学生积极情感体验 
高校学生作为思政教育的主要接受者，培养大学生积极情感

体验在整个教学中有着重要作用，不仅仅能够促进学生主动接受
学习内容，还能够使学生在这种积极、轻松地课堂氛围中，愉快
的进行学习思政知识。首先，高校思政教育教师在卡唐教学中，
可采用多样式的教学手段为学生讲述刺激性信息，让学生学会自
主反思和成长，便于增加学生积极情感体验。同时，高校思政教
育教师可利用积极心理学中情绪构建的功能，进行培养学生抗
压、抗挫折能力，让学生在面对诸多压力、挫折时，能够拥有积
极心理，并很快的走出失败。此外，在利用积极心理学开展高校
思政教育教学中，相关教师加以关注学生学习情况、心理状况及
身体健康状况。并再发现问题时及时作出有效策略，进行引导学
生正式自己所出现的问题以及遇到的困难，让学生能够拥有积极
的心态进行解决问题与困难，并在面对失败时及时走出负面情
绪。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应用积极心理学进行教学，相

关教师可从加强培养教师积极心态、营造积极的思政教育环境、
培养大学生积极情感体验等方面着手。不仅能够提升高校思政教
育教学效率，还可培养学生积极心态，提升学生积极品质，从而
从进高校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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