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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的社会价值观浮躁等一些负面现象,作为价值观正趋于雏形期的大学生,在社会外

部环境和自身心里变化的双重作用下,极易产生各种因素交织、不易察觉或突发性、多变性的心理危机,近几年通过各类大学

生心理问题的社会新闻报道,可以发现大学生心理危机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常态性的特点,新时期下,大学生心理问题比以往

任何一个时期的问题都更加严峻,作为立德树人的思政课更应关注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本文将着重对心理疏导这一概念

做简要说明,对心理疏导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对学生心理问题的需求必要性以及目前心理疏导在大学思政教育中尚存在的不

完善处做浅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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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一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

有把当,国家就有前途,民孩就有希望。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

中坚力量之一,如何通过思政政教育树立年轻一代大学生正

确的价值观是新时代思政教育的重要问题之一,心理成熟是

价值观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是思

政教育要重视的部分。 

1 心理疏导法的内涵 

心理琉导法的内涵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心理疏导就是指

通过沟通和交流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运用积极的心态和语

言去感染他人最终实现疏导心理、解决问题的目标。在思想

政治教育过程中,心理疏导是一项比较特殊的内容,与传统

的教导有很大区别。心理疏导是建立在疏导者与被疏导者相

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疏导者要充分了解疏导对象的

心理诉求和思想实际,运用心理学的一些方法解决他们的内

心困扰。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可以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

生态度,让高校更好完成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 

2 心理疏导法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 

2.1心理疏导是应对社会转型期大学生出现不良社会心

态的客观需要 

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

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动荡,功

利主义,利己主义,心态浮躁都是新时代青年心理层面的倒

影,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也造成人们适应社会的难度增大,

压力感、紧张感加重；阶层流动固化或贫富差距悬殊,以及

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造成人们的失衡感、失落感加剧。

现代化的国际经验表明, 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

速, 或者说当一个社会正在急剧转型,这时不仅社会问题频

繁发生,由于文化发展跟不上经济速度所导致的精神文化层

面的问题也日益增多,心理问题亦大量凸现。近年来愈来愈

多的大学生由于心理问题导致的轻生、暴力、违法犯罪事件

日益增多,事实证明,大学生受到社会深刻变革的影响,不断

出现精神困惑和心理问题,并催生了不良社会心态。社会转

型期大学生的不良社会心态主要表现在：炫富心理作祟与仇

富心理滋生；怀旧心理泛化与弱势心态萌生；焦虑情绪的纠

缠与倦怠心态的困扰等。 

2.2心理疏导有利于宣泄大学生的不良情绪 

转型期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增加了大学生适应社会的

难度,思想困惑加剧,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无形中给大学生

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心理压力,是指存在于人们精神或心

理方面的无形压力。长期处于心理压力下的大学生会产生紧

张、焦虑、浮躁、冷漠、怀疑、偏执等不良情绪。这些不良

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化解,会造成大学生的心理障碍、

心理失控甚至心理疾病,伤身伤心伤学业,甚至可能造成社

会问题。心理学认为情绪宣泄是舒缓心理压力的重要途径,

心理疏导即为情绪宣泄的途径之一,通过心理疏导,学生不

仅可以倾诉内心情绪,还可以获得正确的心理指导。在心理

疏导中,教师通过共情,平等沟通,也可以使学生得到理解和

倾听的对象,这有助于学生宣泄不满、敌对、愤怒、抑郁、

委屈等消极情绪,得到情感关怀、心理安慰和社会支持,从而

化解消极情绪,恢复心理平衡。同时,大学生自我调适不良情

绪的能力不足,也是引入心理疏导的客观现实。 

2.3心理疏导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对各种事物和现象的价值进行认识和评

价时所持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它随着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的

变化而变化。大学生处于十八岁到二十三四左右的年纪正是

脱离父母,独立适应社会群体,自我意识逐渐成熟,形成特有

价值观的时期。价值观所特有的稳定性决定了个人价值体系

一旦成熟即不会轻易动摇的特征。在价值观逐渐成体系成熟

的过程中,周遭环境对其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心理成熟

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标志,由此可以说,大学生若要塑造正

确正面的价值观,环境的优良必不可少。然而当今社会,信息

爆炸,文化多元,间接导致了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复杂

性和开放性。而这就必定与传统的思政教育方式截然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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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思政教育形式,单向灌输、形式单调、内容僵化和缺

乏针对性,这显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求。面对大学生日

益复杂的价值观念,若要提高教育的实效性和科学性,必须

建立从深层次进行教育和引导的机制。心理疏导在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及时补救了当下价值观培育中存在的

问题。心理疏导站在科学的高度,以心理学相关理论为依托,

遵循人们的心理发展规律,从解决大学生的心理困惑出发来

解决其思想道德问题。心理疏导采取的技术和方法,能够疏

导大学生的不良心理认知,强化情感和行为等德育心理,准

确把握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症结,为实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

提供了科学的心理依据。 

2.4心理疏导为大学生缓解不良社会心态提供心理支持 

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系统会影响个人的心理健康,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肯定多少会影响其精神状态甚

至言行举止。大学生所处的人际关系网,包括与家庭成员、

朋辈群体以及社会其他人员的关系等都从物质和精神上对

学生的认知、情绪产生影响。当大学生面临困境时,社会支

持充足会提高其心理应激能力。相反,社会支持不足会导致

其消极情绪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宣泄,增加心理压力,产生悲

观失望心态,甚至扭曲自身的认识,发展为对他人、社会的仇

视、对抗心理,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尤其是在当前社会

变迁加速、竞争加剧、生活压力增大、家庭结构变迁、人际

关系复杂等的环境下,大学生的心理负荷越来越大,对社会

支持系统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心理疏导最大的特点是教育

者以平等的身份、理解的态度、主动的共情等方式,积极主

动的关注学生,倾听学生的心声,抚慰学生的情感,为学生的

学习、生活提供专业的辅导和关怀,为其缓解不良社会心态

提供心理支持。 

3 心理疏导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3.1心理疏导与思想政治教育脱节 

高校思政教育课目前仍存在理论化、教室主体化的特点,

鲜少有关于心理疏导的课程,即便有心理学相关课程也多事

理论知识的讲授,理论结合实际的寥寥,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需求与生活需求皆没有得到满足。在传统教学思维的影响下,

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教育脱节。 

3.2心理疏导机制不完善 

很多高校的心理疏导工作过于形式化,虽然开设了心理

辅导室,但这些心理辅导室却难以发挥作用。一方面,很多学

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心理状况,即使发现自己有相关心理

问题也不愿意去进行心理咨询,认为这是一件难以启齿的

事。另一方面,很多高校人文关怀不足,没有建立起心理预防

和疏导的有效机制,心理疏导未能融入课堂教学中。 

3.3心理疏导实施效果不理想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心理疏导

效果不理想,首先,很多高校缺乏专业的教师,在心理疏导方

面素养不足,不能对症下药,给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第

二,学生在遇到心理问题时,由于社会舆论压力、自我对于心

理问题的歧视与不了解,导致学生不知道和谁倾诉。 

4 心理疏导法在思政教育现状中的应用策略 

4.1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转变传统工作思路 

新时期新形势下,高校在面对国家大力强调思政教育课

的今天,应针对社会大学生思政教育中出现的短板,进行新

理念、新方法的探究,将以教师为主体转化到以学生为主体,

增加思政教育课的亲和力,时刻关注学生心理问题,多种形

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将心理疏导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思

想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并举。其次,高校要加强人文关

怀,重视学生主体地位,课堂教学要与实际生活接轨,帮助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4.2完善心理疏导机制,拓宽心理疏导平台 

心理疏导机制不完善、渠道单一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

解决的首要问题。高校要以课堂教学为基础,加强心理健康

知识的宣传,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打造网络

平台,尽可能拓宽心理疏导的渠道,形成心理问题预警和解

决的有效机制。打造网络心理服务平台,让学生能够在生线

上进行心理咨询,减轻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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