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心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两个不同的专

业领域，是我国大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的不可替代的

两个方面。

首先，高校心理教育是一种以心理学为主体的

教育，是以维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培养和完善人

格，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其基本任

务有两个方面：心理素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下的社会团体，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用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

武装大学生头脑，提高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整体素

质，充分调动大学生们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学习和

工作的一种教育活动。从性质上看它也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解决政治观点、世界观的政治性思想教育；其

二是解决学生在学习、生产及业务活动中出现的非

政治性的思想问题。

然而在学校情景中，高校心理教育与思想政治

教育却统一在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上。无论是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是心理教育工作者，在不断的

教育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心理科

学，心理教育离开了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机构、阵地，

那也只是一种形式。“结合论”的观点逐渐在取代“冲

击论”、“等同论”、“代替论”。那么高校心理教育与思

想政治教育，存在怎样的结合和渗透呢，就此，我们

结合长期的心理教育工作的实践谈一些看法。

一、在目标上的结合和渗透

高校心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两者的教育对

象都是全体大学生；基本职能都是“育人”；教育过程

都要通过知、情、意、行四个层次来进行；在我国高

校，两者的总目标都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

所以，在总目标上两者是一致的，是统一的。

在具体目标上，它们存在着差异，不可互相替

代，但也不是根本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

首先，心理教育要解决学生心理成熟不成熟，健

康不健康的问题，并通过促进学生心理成熟，发展学

生的判断力、选择能力，为思想政治教育，为学生确

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生活方向和崇高的理想准备好

心理基础。从而可以增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是致力于解决学生的社会

倾向问题；解决政治方向、思想倾向问题；解决高层

次的社会定向问题。而学生高层次的社会定向问题

又制约着其心理机能的发挥和发展。同时，我国高校

的心理教育是在我国教育目的大德育背景下的一种

教育活动，在涉及到价值取向问题时，虽然我们不代

替学生作价值取向，但在总的方向把握上不能背离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

所以，高校心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上

的结合和渗透，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的需

要，也是我国教育目的对心理教育的客观要求。

二、在内容上的结合和渗透

高校心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有许多

不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交叉点。

首先，心理教育一般不直接解决，也不能直接解

决政治观点、立场问题，而思想政治教育一般也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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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解决诸如神经性焦虑、强迫观念、厌食、睡眠障

碍、情绪障碍、学习障碍、人际关系障碍、择业中的心

理障碍等纯属于心理卫生方面的问题。

其次、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今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大学生思想觉悟的

提高，带政治性的思想问题在逐步减少，而非政治性

的思想问题却相对地增多。一方面由于大学生正处

于青年中期，在思想上、心理上表现为精力旺盛，情

感强烈，情绪不稳定，起伏大。所以，很容易出现偏激

行为。如，否定一切，怀疑一切，主观片面。另一方面

大学生的自我虽有较大的发展，但很脆弱，容易受挫

折；性生理成熟，但性心理还很幼稚；加上社会政治、

经济、科技、文化各个方面发展变化的加剧，大学生

的许多价值要重新认识、调整和定位，所以很容易导

致大学生心理不稳定、不平衡，从而出现大量的思想

问题。这些都是心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共同关心

的课题。

所以，在工作内容上，高校心理教育与思想政治

教育在有着明显不同的同时，又存在着大量的结合

点和相互渗透的内容。

三、在方法上的结合和渗透

在工作方法上，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多采用灌

输的方式，使用诸如谈话、说服、宣传、批评、表扬、提

供榜样、实践锻炼等方法。心理教育常采用宣泄、自

由联想、暗示、催眠、会谈、心理测量、生活技巧训练、

角色扮演，行为矫正等方法。其中许多心理教育的方

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很少被采用。有一些方法看来

近似，比如谈话与会谈，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把

学生看成是塑造的对象，教师是学生心灵的塑造者，

是学生心中的权威，更多地持“评价性”学生观；而心

理教育却把学生视为有着自身需要的“当事人”，辅

导员是从旁提供帮助的服务者，协助者。辅导员更象

是学生的“参谋”，甚至是“同伙”，在处理学生状况时

更多的是持“移情性”学生观。所以，会谈中使用了很

多精致的心理学技术，不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的一般性的谈话，更不同于一般的社交谈话。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鼓励学生有勇气及时公开

承认错误，而心理教育，首先要保护学生的自尊，具

有保密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学生面对现

实，而心理教育可以暂时允许学生采用心理防卫机

制，以便积蓄力量，随着心理辅导的进程，当学生成

长起来时，才采用对峙的技术，引导学生面对现实，

承担对现实的责任。

所以心理教育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上

有着很大的不同。

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方法上吸收了许多

心理学的成果，传统的灌输法遭到了尖锐的批评，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心理测验和其他测评工具在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中的应用，客观地了解学生的个性状况，长处

与不足，以及发展趋势，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有针对

性。

第二，许多行为改变的技术、心理训练、团队训

练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运用，使得大学生的一

些思想问题通过心理教育的方式来解决。从而可以

使思想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

第三，心理教育强调对学生的尊重、理解和信

任，不急于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问题作价值判断，而

是引导学生自我探索，寻找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找

回迷失的路。在此过程中，学生不必担心嘲笑和指

责，敢于敞开思想，这就大大减少了心理阻抗。在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结合心理教育的方法同样会大

大减少思想工作的阻力，为思想政治教育准备好充

分的内部条件，会使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更深入、更有

人情味、更科学。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教育在方法上的结合

和渗透，一方面使得心理教育的理论和技术在学校

情景中有了更广阔应用和实践的空间，另一方面使

得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了以人为本而更有实效。

四、在管理体系和实施途径上的结合

学校心理教育是现代学校的重要标志，是面向

所有学生的全面提高学生心理素质的教育，而不是

只针对有心理问题、有心理疾病的学生。学校心理教

育与卫生系统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主要针对心理疾

病是不同的。

高校的心理教育工作在我国已经有二十多年的

历史。过去由于一些学校领导认识不足，没有把心理

教育纳入学校的管理体系，加上学校心理教育工作

者在实践上的探索不够，高校心理教育表现为：缺少

主动性，师资配备不齐；领导机构、体制不健全，经费

得不到保障；许多部门参与，夸夸其谈，不能做深入

的工作；不重视心理辅导师的劳动和情感体验，使得

从事心理辅导的专业人员面临许多困难等等。从而

导致了许多学校的心理教育工作处于形式主义状

态。

怎样使得高校心理教育有效，不少高校积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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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辅导室走出来，把心理教育纳入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体系。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系列有很健全的学

生管理体系，包括：分管校领导，学生工作部，团委，

各个院系分管领导、团总支、辅导员、班主任，等等。

一方面，这些体系广泛地接触学生，从而为大学生心

理教育提供了通道，使得心理教育主动深入到学生

中去了。同时，在这些体系中辅导员、班主任，经过一

定的培训完全可以在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和通道中发

挥作用，可以缓解师资不齐的矛盾。另一方面把心理

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可以争取一定的经费

支持；可以由相应的学生管理职能部门来组织学生参

加心理教育的活动，更好地做好心理教育的宣传活动。

国务院!"号文件和教社政〔#$$%〕!号文件在各

高校落实以来，高校心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管

理体系和实施途径上的结合已被许多高校所共识，

成为了高校心理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构建的重要组

成部分。高校心理教育只有得到学校学生工作职能

部门的协助和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管理人员的参

与和配合，采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四面开花，才能

使心理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与此同时，心理教育

工作的落实又促进了学生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总之，高校心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和

渗透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现代高等教育实践的需

要；是两种教育内在的必然性。在重视心理辅导的专

业性、科学性的同时，把高校心理教育纳入思想政治

教育、学生管理工作的系列是一条值得进一步完善

和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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