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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探究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途径 
◆熊  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昆明  650300） 

 
摘要：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也是促进大学生

成长成才的必要途径。而积极心理学注重人性的积极方面，目的是帮助

人们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在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发

挥重要作用。结合积极心理学理论，本文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途径进

行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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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理想与信念教育的重要性 
1、理想信念的定义 
理想和信念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现象。理想是个体认为有价

值、短期内无法实现，且有持久的感召力、愿意为其付出代价的
目标，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一种向往。信念是个体内心最深层次
的一种价值取向，并对该价值判断坚信不疑[1]。 

理想和信念相互依存，他们都属于精神范畴，要实现理想，
必须要有信念的支撑力量，要让信念坚定，取决于理想的选择。
无论是理想还是信念，都对人类的活动和发展有巨大的指导意
义。 

2、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 
习近平曾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

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
骨病’。”对于大学生来讲，理想信念也是影响深远，它是大学生
成长成才的动力，也是其对幸福和美好未来追求的体现，更是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内容。大学阶段，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还处于塑造阶段、还未完全稳定，所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对
于学生的三观塑造、身心健康成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
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有着重大的作用。 

二、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探究理想信念教育途径 
积极心理学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在二十世纪

末提出的理论，它采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幸福，倡导心理
学的积极取向，以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健康幸
福与和谐发展[2]。积极心理学虽然是一个新兴的心理学领域，但
是它着重关注的是人性的积极方面，从而被更多人熟知、接受和
应用。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教育途径的问题上，也可以结合积
极心理学理论来进行探讨。 

1、把教育融入日常，增加积极主观体验 
积极心理学特别关注个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积极主观体

验，包括成就感、满足、幸福、乐观、希望等积极情绪体验。增
加个体的积极体验，是塑造其积极人格的重要途径之一[3]。在理
想信念教育中增加个体积极体验的话，更容易把正确的理想信念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增加理想信念教育的积极体验，就要把教育从课堂中解放出
来，不局限与课堂，且尽可能在正式生活环境中进行。在学生的
日常生活中，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利用新媒体这一平台，把理
想信念教育穿插其中，让其体会到坚定的、积极的理想信念所带
来的愉悦感，事后总结的时候再次强调加以巩固，增强他们的积
极主观体验，更愿意去实践，也更愿意认同正确的理想信念。 

2、打造积极社会环境，推进渗透式教育 
积极心理学家认为，外在的社会环境对个体内在产生重要影

响，而个体的行为经验又在外部环境中体现出来。如果周围环境
是积极的，那个体也更愿意去接近以及融入其中，更容易有归属
感和集体荣誉感，也才更认同这个环境和社会。 

在新媒体时代，一定要借助新媒体之力，创造一个积极的外
部环境。首先，从大学生常用的社交媒体入手，在微博、微信、
QQ、贴吧等地方要打造思政教育的阵地。利用微信公众号、QQ
空间等平台，推送具有正能量、贴近时事以及学生生活的理想信
念教育的内容，让学生不管在哪个社交平台上，都有主流的价值
观的权威或者标杆进行引导，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式教育，提
醒他们不忘初心，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只要内容有趣、正气、

接地气，学生就不会感到厌烦，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影
响。其次，从社会环境方面来说，各种媒体的主管部门，要对媒
体加大监管力度，推行理想信念教育、弘扬民族精神、营造浓厚
的文化氛围，让学生感觉到属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归属感和
自豪感，从而更认同这个社会的文化，从而发自内心地去坚定正
确的理想信念。最后，从家庭的方面来说，家庭是每个个体动力
的源泉，父母要常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为其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和引导，澄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4]。 

3、发挥主观能动性，激发积极潜能 
每个个体都有积极的人格特质，这些蕴藏着的特质都在等待

挖掘。积极心理学家认为，发掘积极的人格特质要通过激发个体
的潜在能力以及强化个体的现实能力，让这些积极的潜能变为一
种习惯性的工作方式，最后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个体的发展[5]。 

在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教育中，同样可以借鉴积极潜能激发的
方式。受教育的一方要成为主体，参与到过程中，才能激发他们
的积极潜能，从而最大程度实现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 

也就是说，受教育方，也就是大学生，如果他们感受到自己
被尊重、且对学习的东西有一定的控制感，那他们会更积极更主
动地接受教育。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创造一个开放、包容
的教育环境，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时，可以找到当代大学生的兴
趣点，引起他们的关注，结合新媒体，线下用小组互动、参与式
教学等方式，线上可以发挥各种社交媒体 APP 的功能，用跟帖、
点赞、转发、投票等各种形式，让学生参与其中，作为教学中的
主体，更能调动他们的参与感、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
主流的理想信念教育成为他们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深入内心。 

三、总结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尽管时代和科

技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更是应该坚守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初心，结合心理学，让德育教育跟上时代
的步伐，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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