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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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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积极心理学吸纳 了众 多 心理 学理备研究的成果 ， 是当 代新兴 的一股心理学 思潮 。 它致力 于对人类

积极力量 、 美德和幸福感的研究 ，
．强调积极情感 、 积极品质的培养和积极社会组织 系统的 营造 ， 展示 了

一种积极教育 的理念。 积极心理学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具有 目 标上的一致性
，
也具有方式上的契合

性
，
可以丰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内容 ， 提高教育的 实效性 ，

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建设的 良性循

环 。 本文探析 了将积极心理学应用 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及其重要意义 ， 并进一步提出 了 以积极

心理学调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整体性及牵制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开放性的应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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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正确认知结构和健康情感世界的大 学生人和治疗病态心理拓展到 了研究人类的幸福和美德上 。

才 ， 是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
一

以贯之的原则 性 目标 ， 而如

何改变过去刻板的教育教学模式 ， 发挥 出 思想政治教育 二、 积极心理学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意义
的真正魅力 ， 是

一

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 积极心理学 以
一

种积极的观点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解读 ， 主张心理学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来说 ， 是非常重要的课

以人的美德和善端为 出发点 ， 激发个体固有的 、 潜在的 、 程组成 ， 它是高校以既定 的道德规范 、 思想观念 、 政治

具有建设性的力量 ， 并对其实施有效的干预 。 这为高校 观点对大学生施加有 目 的 、 有组织 、 有计划 的影响 ， 使

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
一

个崭新的视角 ， 将积极心理学应 其形成符合社会要求 的思想政治素质 的实践活动 。 随着

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 我 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繁荣发展 ， 大学生群体在社会建设

内涵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 其应用 的可行性及应用 路径 需 中发挥 了 日益重要 的作用 ， 髙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整体成

经进
一步探析 。效不断彰显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实践活动本身 也得到

了更 多认可 ， 受到 了极大重视 。 但是任何学科的发展都
―

、 积极心理学的产生及其 内涵不可能仅仅是
“
闭门造车

”

， 借鉴与结合其他学科的理论 ，

是其发展的趋势所在 。

作为当代新兴的
一

股心理学思潮 ， 积极心理学是 由
．积极心理学吸纳 了众多心理学理论研宄的成果 ， 沿

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Ｍａｒｔｉｎ Ｅ
．
Ｓｅｌ ｉｇｍａｎ 于 １ ９９ ８ 年用 心理学己有的量化研宄和质性研宄的方法和技术 ， 根

倡议及定位 ， 并于 ２０００ 年在 《美 国心理学家 》 上刊文 《积植于广泛的社会应用领域 ， 以 实证的方法探索 、 发现 、

极心理学导论 》 正式提出 这
一

理念的 。 Ｓｅｌ ｉｇｍａｎ 研宄巴验证和预测人类走 向幸福和完善 的路径 。

［

２
］ 将积极心理

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实验 ， 从中剥离出
“

习得性无助
”

学的理念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 可 以丰富高校思想

现象 ， 通过研宄
“

习得性无助
”

， 发现了
“

习得性乐观
”

。 政治教育的 内容 ， 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 促进高校思想政

他运用归因风格的概念将乐观风格归为三个 Ｐ要素 ， 即 ：治教育学科建设的 良性循钚 。

持久性 （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ｃｅ

）
、 普 遍性 （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ｎｅ ｓｓ
）
、 个性化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
。 Ｓ ｅｌ ｉｇｍ

ａｎ 博士认为 ， 乐观是人们对 己三
、 积极心理学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昼发生 的好的事情作持久的 、 普遍的和个人的归因 ， 而

对坏的事情作短暂的 、 具体的和外在的 归 因 。 人们可 以
（

一

）
积极心理学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目标相一致

通过学习 ， 将悲观的归因方式变为这种乐观的归因方式 ，乐观是人处理事务时的
一

种态度 ， 它不仅对人的情

这就是
“

习得性乐观
”

。 这项发现 ， 促使 Ｓ ｅｌｉｇｍａｎ 提出 绪有着积极的影响 ， 更影响着人的选择和行为模式 ， 拥

了积极心理学的理念 ， 其本质在于修正先前心理学发展的 有乐观态度的人更容 易获得成功 ， 更容易产生幸福感 ，

不平衡 ， 强调心理学的发展既依赖于预防和治疗人类的心 也更容 易被群体所接受 。 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人生态

理疾病 ， 同时更依赖于培养 、 建构人类的优秀品质 ， 二者 度和心理素质 ， 使其成长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人才 ， 是高

可以相辅相成 ， 平衡发展 。

［

１

１ 这
一

主张 ， 将心理学从研究 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任务 ， 而积极心理学正是致力于

？ １０５？



教育改革与质量

对人类积极力量、 美德和幸福感的研宄 ， 强调积极情感 、（
二

）
以积极心理学牵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开放性

积极品质的培养和积极社会组织系统的营造 ， 旨在缔造在高度网络化 、 知识随处可见 的信息时代 ， 由于新

人类及个体的幸福生活与和谐美好的社会 ， 它展示 了
一

媒体监控上的局限 以及大学生 自 身知识和经验有限 ， 他

种积极教育 的理念。

［
３

］ 这种理念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们难以对获取的 信息甄别分辨 、 精练提纯 。

［
６

］ 教育环境

目 的是不谋而合的 ， 它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的开放性 、 知识获取的快捷性和 多元性使得大学生们 即

能量 ， 以其科学性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目标的实现 。使
“

走 出课堂
”

也仍然在接受着各种观念的不 自觉灌输 。

（
二

） 积极心理学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相契合这些信 息内 容庞杂 ， 最主要的是我们无法规避这些信息

积极心理学要求心理学家 以
一

种开放的眼光看待人的出现 ， 学生们在 自 由 自主选择知识的同时 ， 也在
一

定

类的潜能 ， 研宄人类的积极品质 ， 关注 日 常的激励和友 程度上 削弱 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

课堂讲授
”

方式的有

爱 ， 强调人本身 的价值 。 发掘并利用人类积极和美好 的效性 ， 学生们甚至对教育者产生怀疑 ， 并动摇其原有的

力量来抵御存在于 自 身和周遭环境中 的消极力量和痛苦 ， 主导地位。

提倡用建设性的积极心态来对事情进行新的解读 ， 从而从积极心理学的研宄主题来看 ， 它包括 ： 积极的情

激发每个人的最大潜能 ， 完成 自我修复 ， 实现价值从而感体验
（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 ；
积 极的 个人特 质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

获得幸福 。

［

４
］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 ， 这样的介入Ｔｒａ ｉｔ

） ； 积极的社会环境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方式无疑是更加合理也是更加适合的 ， 它可 以避免 以往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着力

理论的 、 刻板的 、 灌输式的教育教学 ， 改善教育现状 ，于增强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 中 的积极体验 ， 关注学生

同时 以欣赏和鼓励的方式发掘学生的动能 ， 使学生充满的心理机能 ， 帮助学生有选择地控制
一

些消极的心理机

希望和信心 ， 形成
“

习得性乐观
”

的归因方式和积极的制 ， 而激活另
一

些积极的心理机制 ， 发现并利用 自 己的

行为模式 ， 主动探索学 习 ， 从而达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资源 ， 挖掘和培植积极品质 ， 在开放的教育环境中

塑造学生优秀品质和合格政治素养的教育 目标 。对信息加 以辨别 ， 取其精华 ， 去其糟桕 。 使学生 的潜能

得到充分的发挥 ， 同 时也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开放性

四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心理学的应用路径 加 以牵制 ， 营造出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

积极心理学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探索及应

（

一

） 以积极心理学调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整体性 用 ， 需要教育者在实践中结合 自 身的发展实际和新时期

在教育活动 中 ， 教育对象的特点关乎着教育方式的 学生的特点 ， 不断地尝试与创新 。 在此过程中 ， 应把握

选择 。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种主体性教 育 ，好现实性乐观的理念 ， 防止乐观偏 向 ， 即 不会盲 目 乐观 ；

就是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激发学生 内在 的积极性与动力 ，

运用好积极心理学的力量 ， 塑造大学生 的积极人格 ， 培

形成健康 的 、 稳定的心理品 质 ， 促进学生的身心向 更高 养有利于成长的积极情绪 ， 建立起积极的教育组织系统 ，

水平发展 。

［

５
】 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赖于课堂教 使学生们在积极的教育环境 中实现 自我学习 、 自我管理 、

学的方式 ， 而教育对象人数众多又是课堂教学一个不可自我教育 ， 最终达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 国家和社会培

避免的方面 。 师资力量的限制 以及教师精力的有限 ， 使 养优秀人才的教育 目标 。

得教师不可能为每
一

位学生量身定做教育方案 ， 因此这

样的教育活动很难触动每
一位教育对象 。 教育对象的整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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