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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心理规律 提高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实效性
!

许劲松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

摘! 要：从大学生的需要出发，注重人性化，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重要的心理学基础；

掌握发展性原则、适应性原则、愉悦性原则、渗透性原则等相关心理学原则，是切实提高大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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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心理

学基础

人的心理、思想和行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工作中一定要对大学生有

尽可能全面的了解，要懂得大学生行为过程的一

般规律。根据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模式来看，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至少应有三个相联系的心理过

程。一是感觉和知觉。细腻感知大学生人和事，

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步，是对大学生所处的环

境和行为表现的了解。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的特殊性，在感知时必须做到尽可能全面、客观、

准确、深入，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好基

础。二是分析和思维。对感知的结果进行分析，

着重分析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与大学生的行

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从外部行为表现入手，分析他

们的内部动机，推断他们的主导需要，确定他们的

思想状况。三是问题的处理与解决。在感知和分

析的基础上，创造合适的环境，满足大学生的正当

需要，并使他们的需要得到调整与升华，激励他们

的良好行为动机并引导他们产生良好的行为。创

造合适的环境，除了包括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变非

物理环境，更主要的应该包括采用谈心、交流等方

式改变物理环境。问题的处理与解决，其目的是

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进行有效的引导，这也正是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目标所在。

二、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掌

握的心理学原则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须掌握的心理原则［#］：

一是发展性原则。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预防、

矫治和优化，最终目的在于改善大学生的个体心

理机能，提高心理健康的整体水平。要实现这一

目标，必须使大学生从中得到恰当的心理建议，获

取必需的心理信息，增长心理健康知识，形成心理

调节技能，从而达到对自身的心理本质和行为根

源的了解和认识，并有能力来澄清和解决自己所

面临和将会面临的心理矛盾。最终使自己适应性

更强，学习更有效，工作更顺利，生活更愉快。这

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决定了坚持发展性原

则是自身的根本。

二是适应性原则。学生丰富多彩的个性差异

和社会千变万化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必须坚持适应性原则———适应学生的实

际心理发展水平，满足和调节各种心理需要，适应

社会发展的各种客观要求，及时调整教育教学的

内容和结构，适应学生心理发展的年龄阶段性特

点，充分考虑其接受能力，使教育内容简明易懂，

力求最佳效果，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应用功

能。要把握大学生的个性差异，如他们的性格、气

质和能力等，因人而异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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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大学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区别于他人的个性

特点，每位大学生过去所处的环境也不尽相同。

所以，要根据学生的个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

治工作，即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三是愉悦性原则。心理学上著名的“ 叶克

斯———道德森定律”发现，人的心理活动只有在

适中程度的心理激奋水平下才能获得最佳的实际

效果。而重知轻情教育教学的诸多失败，在很大

程度上是违背这一定律的结果。做大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应把大学生当做活生生的、具有丰富情感

的人来看待，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把工作做到心

坎上，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要动之以情，以情感

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喜怒哀

乐，各有其因。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最终目的，

就在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提高心理活动

效率，把学习、工作和生活体验为一种快乐而不是

痛苦和负担。让以培养学生体验愉悦的健康心理

品质为己任的大学心理健康教育，本身就成为贯

彻愉悦性原则的典范［!］。

四是渗透性原则。这主要是针对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课程建设而言的。从目前已有的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来看，缺乏系统而科学的教材

和严格的课程实施与管理制度是一个普遍性的问

题。做大 学 生 的 思 想 政 治 工 作，既 要" 动 之 以

情"，又要" 晓之以理"。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使他们对环境和自身有比较客观的、正确的了解，

从而理性地接受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说服劝导，把

工作做通，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另外要根

据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相互渗透、意识与无意

识相互渗透、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互渗透、专业

课与非专业课相互渗透等原则，制定教育教学计

划，确立起其在学校教育教学中正确课程地位。

三、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

实效性

一要将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与解决其实际

问题相结合。当前，随着国内、国际大环境的变

化，影响学生思想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学生面临的

心理问题也随之上升。另外，学生遇到的学习压

力、就业压力、生活压力等也加重了心理问题的产

生，这些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例如云南大学的

学生马加爵，在父母眼里是个好孩子，在村民眼里

是个好青年，在老师眼里是个好学生，就是这样的

一个“好人”却成了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是什么原

因导致这样的结果？作为教育者，一方面要关心

大学生的生活，为他们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又要了

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

缓解心理压力，正确面对生活的挑战。只有将解

决心理问题与解决学生生活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有声有色，收到实效。

二要大力开展大学生心理咨询活动。心理咨

询活动的目的在于把学生与教师放在平等的位置

上，老师以专家的身份出现，为学生提供咨询服

务，体现平等、体现服务；学生要求咨询服务是个

人主动行为，体现主动、体现需要。比较符合当前

大学生思想个性、独立性强的倾向，从而把思想政

治教育从客观普遍教育的层次推进到学生微观的

个体的心理层次。实践证明，心理咨询教育的意

义重大。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大学生所承

受的思想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不少大学生在生活

中感到迷茫、压抑、苦恼、空虚、烦躁、焦虑，学习压

力、经济压力、就业压力等多方面压力已造成不少

学生心态消极与心理不适应。因此，心理咨询教

育任务十分迫切，它应该成为高校的日常思想教

育工作的发展方向［#］。

三要通过思想道德评价激发良好的心理动

机。思想道德评价对调节青年大学生的思想与行

为有重要的作用。当前，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思

想上、行动上的波动、彷徨与盲从，影响了他们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道德价值问

题是非、好坏不分，标准不明，这恰恰表明很有必

要通过思想道德评价使广大学生明确应提倡什

么，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克制什么；肯定什么，否

定什么；什么是善美，什么是丑恶。从而形成正确

的舆论氛围，倡导与维护道德新风，揭露、抨击那

些不符合社会要求和规范的言行，提高大学生的

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与水平。

四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大学生心理

咨询活动之中。心理学知识能帮助教师更深刻地

洞察人的心灵，全面地把握一个人。对此，笔者有

切身的感受。记得以前有一个女学生人长得很漂

亮，成绩也不错，平时和同学关系也很好，但有个

毛病，喜欢小偷小摸，对她批评教育当时态度很诚

恳，事情一过又会故技重来。我本以为是她家庭

经济有困难，但了解情况后知道她家庭经济条件

不错，所以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学了心理学，

才知道这种情况属于“ 成瘾症”，是一种严重的心

理疾病，仅仅批评教育是无法矫正的，必须通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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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疗。由此看来心理学知识在大学生思想工作

中的重要性。心理咨询倾听、共情、自然引导等技

巧，极富亲和力，可以有效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

引力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陈亦红"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学［#］" 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 ( ’)*
［+］张长青" 运用管理心理学做好学生思想工作［#］" 山西省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 ,&*
［’］陈宪章，姜雪凤"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咨询的结合［#］" 黑龙江高教研究，+--!，（+）：)) ( )%"

!" #$%&"’( )*( +,)-./ 0(1-/)1 "2 3"//(4( 5)-6(7)18
#6("/"49,./ .76 :"/9)9,./ ;"&< => )*( ?.@1 "2 :1>,*"/"4>

./ #012 ( 3412
（567448 49 :480;063 <1= >=?0103;@<;041，5AB74A /10CD@30;E，#0<123A 5AB74AF +!)-+!，G701<）

+=1)&.,)：H<3D= 41 ;7D 1DD=3 49 6488D2D 3;A=D1;3 ，<;;<67012 0?I4@;<16D ;4 ;7D 7A?<10;E 49 0=D484206<8 <1= I480;06<8 J4@K 03 ;7D
I3E67484206<8 L<303 ;4 0?I@4CD ;7D 6488D2D 3;A=D1;3M 0=D484206<8 <1= I480;06<8 J4@K" N7D L<306 2A<@<1;DD ;4 0?I@4CD ;7D <6;A<8 D99D6;
49 6488D2D 3;A=D1;3M 0=D484206<8 <1= I480;06<8 J4@K 03 ;4 2@<3I <1= <II8E ;7D @D8<;D= I3E67484206<8 8<J3，3A67 <3 8<J3 49 =DCD84IO
?D1;，<=<I;080;E，I8D<3<1;1D33，ID1D;@<;041 <1= D1;0@D;E"
A(>@"&61：8<J3 49 I3E674842E；0=D484206<8 <1= I480;06<8 J4@K；<6;A<8 D99D6;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上接第 ,& 页）

位，增强竞争力，逐步解决产学研一体化、国际化

趋势加快与高校对内对外开放度不高的矛盾，强

化自身的科学定位意识、以人为本意识、市场意识

和创新意识，多培养创新型高级人才和高等职业

人才，办出自己学校的特色。

’、创业素质是大学生成业的实践要素。成业

是成人成才的集成效果与检验，高校要从前瞻性

角度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素质，这不仅可解决大学

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而且大学生自己创业就带

来了很多就业的新岗位，起着缓冲社会就业压力

的作用。一般讲大学生的创业素质可概括为信

念、敬业精神、用好机遇、口才、协调能力、承受力、

功底与才华等，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创业素质时，除

了开设一些“创新创业”讲座外，还应请成功人士

作专场报告会，同时还要考察社会，从而激发大学

生的创业欲望和激情。另外，还应把创造设计与

创业大赛有机结合起来，模拟锻炼大学生的创新

能力，为创新人才一显身手搭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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