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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下心理学课程的价值导向

马 静

( 绍兴文理学院 上虞分院，浙江 绍兴 312300)

摘 要: 市场经济带来价值的多元，导致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念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的学校

道德试图用一元代替多元，针对性与实效性不强。新时代，教育者的任务是为学生铺设台价，从大学生心

理特点出发，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将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认识

水平与道德判断能力，引导学生向善，把大学生培养成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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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经济观、文化观、价
值观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的开放必然带来

价值的多元，特别是社会既有的道德观念与规范

遭遇到严重挑战。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萌发与生

长，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念与精神面貌也遭受着

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正在偏离既有的道德轨道

而离父辈们的期望越来越远，对自我的理解带有

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功利意识、利己主义思想严

重。而我们的学校道德教育却还处于封闭状态，

企图用一元代替多元，针对性与实效性不强，必

须扩大德育格局、挖掘德育资源、加强德育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1］。即要求将德育的核心内容渗

透在每门课程与学校的各项活动与各个角落，充

分体现每门课程的育人功能、每位教师的育人责

任，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

育人全过程，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立体

化育人转化［2］。
基于上述要求，笔者试着从大学生心理特点

出发，结合德育教育，探析课程思政理念下心理

学课程的价值导向功能。

一、心理学课程价值导向的背景

( 一) 德治的观念源远流长

追溯道德发展的历史，立德树人的思想源远

流长，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德治。孔子在

《论语·为政》有名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

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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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 如果只能用政策法令来领导百姓，用刑罚

来制约他们，那么为了避免犯罪受到惩罚，老百

姓会暂时性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并不能使

百姓拥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

用礼仪制度整治他们的言行，那么百姓不但有廉

耻之心，会守规矩，而且人心也会归服于君主。
学校制度也如此，不能只凭处分与惩罚来要求大

学生遵守，而是通过道德规范渗透在全方位的课

程教学与思想教育中，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整个教育体系，充分地体现在

学校日常管理之中，在落小、落细、落实上下功

夫［2］，把大学生培养成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人。
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 道德普遍地认为

是人类的最高目的，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4］。苏

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了培养真正的

人，即培养人在精神上丰富、思想上充满信念、有
崇高道德、善于忠实地热爱祖国和忠诚地憎恨敌

人、捍卫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和作为个人财

富的共产主义理想、能领略作为崇高目的而活动

的生活［5］。苏联著名教育家帕·彼·布隆斯基

指出，真正的道德则是对道德的追求，学校生活

中的道德必须成为道德实践［5］。
( 二) 大学生道德观念淡漠

随着高校大众化进展的加快，许多青年有机

会上大学，家长与社会都对大学生寄予厚望。但

是一些青年学生的价值观迷失、法制观念淡薄、
自我中心膨胀、道德选择偏差、道德行为失范，令

家长与教师感到失望，我们宜从心理学与德育结

合角度进行循循善诱、克服个性中的一些缺陷，

将学生培养成为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人。
笔者认为宜从大学生认知、情感、意志与个

性特点出发，结合新时代对德育的要求，针对高

职生的实际，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注重课堂教

学、社会实践、网络运用三维课程的统一，将课程

思政的育人内容渗透在心理学与心理健康教育

网络课程的知识讲授与案例讨论、公益活动、学

生见习实习要求上，与班主任、辅导员、各科教师

形成合力教育，抓住一些影响学生切身利益的问

题进行讨论，发现思想动态，及时沟通，突破“你

教我学”的传统说教模式，讲授时层层剥笋，不灌

输不说教不强制，引导学生树立主人翁的态度置

身其中并得出结论，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
助暖人，引导学生不仅学到知识技能，而且学会

做人做事，使课堂教学的过程成为引导学生学习

知识、锤炼心志及养成品性的过程，充分体现课

堂教学的育人功能［6］。

二、心理学课程价值导向的内容

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生活的本身，在它正确地

理解和正确地组织之中，在辩证的相互关系、个

人与集体的相吻合之中，也就是在为自己、父母、
集体、学校、国家履行义务，在个人身心得到充分

自由全面发展、与人为善、追求个人幸福、为社会

尽义务的欢乐之中。笔者结合心理学课程，引导

青年学生从新生适应、自我意识、热爱阅读、合理

消费等几个方面，学习、领悟、体验，并且内化在

行动上，迁移到平时的学习、生活、工作中，完善

自己，成为一种好习惯与好品德，将学生培养成

为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具体做到

以下几点:

( 一) 建构新的平衡点，从容应对新生适应

不良症

从心理学角度，人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是

一种生存能力，对人的发展起着导向作用。新环

境会带来新的挑战与不适应，由于和周围环境不

适应、不协调，由此在认知、情绪、行为等方面出

现一种迷茫、困惑、痛苦。新生适应情况好坏直

接影响新生对新环境的认可，对自我的肯定，对

新的学习生活的信心。部分学生事先没有充分

估计升入大学的各种变化和可能，并为此做好恰

当的应对措施，用旧眼光来衡量和评判新环境中

的人和事。核心问题就在于: 这些学生习惯做羊

群中的骆驼，而不习惯做骆驼群中的小羊，往日

的心理平衡点被彻底打破了，需要建立新的平

衡点。
教师主动走到学生身边，深入学生内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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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通过下宿舍交流、参与学生的社团活动与做

义工项目等方式，多倾听、多关心、多交流、多鼓

励，主动与学生成为朋友，达到“亲其师、信其

道”的效果。给新生讲授新生适应不良症及对

策，引导学生能领悟到这一点，让新生从生理、心
理、思想上多种角度及时转变角色，尽快适应大

学的学习、生活、工作、人际关系，培养良好的学

习习惯、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这样才会有足够

的决心和勇气走出自卑的泥沼。因为好习惯可

以养成良好的个性，彰显道德素养，并且对其进

行梯级式培养，让学生的良好习惯从规范的外显

转为道德的内生。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关于习

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良好的习惯乃是人在其

神经系统中存放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不断地增

长，一个人毕生就可以享用它的利息”［7］。
教师还可以自我披露方式，讲述自己大学新

生时克服学习不适的经验，引导这类新生要学会

与自己比较、看到自己的进步来维持自己的干

劲。告知学生，认识到生活中的挫折，未必是一

件坏事情，它可使人更好地认识自我的不足，将

外界的压力内化成对自我的激励，在与他人和自

我的比较当中，不断提高自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 二) 树立科学信仰，引导大学生培养正确

的自我意识

教育的信仰在于使人去为他人做好事，并发

自内心深处去做，在于建造客观的自我，在于成

为好人的这种愿望的表现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劳

动。引导大学生客观地剖析自我、了解自我、定

位自我，诚信做人、宽容待人、处理好个人与集体

的关系，自己在学习生活社会实践中的地位、责

任、自我完善、自我教育、自觉的公民觉悟感、爱
的教育问题、对亲人的尊重和忠实、人需要人的

教育、富有同情心，全方位地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具备道德意识、道德情

感和信念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出个性道德教育最

高形式的公民觉悟、崇高的思想和爱国主义。讲

授心理学上的自我意识、能力、情绪与情感、人际

交往时，告知学生，树立正确的、客观的自我意

识。未来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创造力和想象力

的竞争，是智慧和体验竞争、是领导力、担当力、
责任的竞争，是独立思考的竞争。要做一个感恩

的人，为集体、为他人多付出，多显示同情、关心、
分享、合作、谦让、帮助、抚慰、援助、捐助等行为，

要让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对大

学生情感的影响是课程思政教育的主要途径。
针对学生违反校纪校规，进行适度的惩罚

时，就原则性的问题与学生谈话，尽量不发火，不

责骂，目的是消除学生情绪中的恐惧，同时让学

生痛苦的负面情绪铭记心中。之后再进一步谈

话，走进学生的内心，努力使老师的惩罚做到公

平，让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惩罚，再慢慢转化为

自律，在惩罚过程中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从而

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让他体会到羞愧和内

疚。大学时期，能让大学生自我行为修正的，往

往是羞愧与内疚。只有当每个人能够成为自己

行为主人的时候，只有自己的良心变成严厉的裁

判，人的自我羞耻要比别人面前大得多的时候，

才会做到慎独。
( 三) 构建“无手机”课堂，鼓励与引导学生

扩充阅读量

现在智能手机已普及，许多学校没有规定上

课不能带手机，虽然教师课前强调上课关机，但

许多学生只转到静音，宁肯错过教师讲课不愿错

过手机信息。平时更不愿看文学名著，发现学生

的写作水平普遍薄弱，学生最怕写小论文。通过

调研，发现作业做得不好的学生或考试不及格的

学生，往往是喜欢死记硬背，理解能力比较差，不

能正确地把握题意。
教师因材施教，分析不同班级学生的认知特

点、情绪动机、兴趣爱好、个性特点、成长背景和

价值取向，一对一沟通，寻找问题症结，建议班级

购买手机袋，要求手机静音放置在门背后的手机

袋，静下心来看书，与全民阅读活动相呼应，营造

“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文化氛围，推荐与

引导阅读文学名著，并做读书笔记，摘抄名言警

句以鞭策自己，努力引导学生的知、情、意、行统

一在学习与生活中。因为学生的智力发展取决

于良好的阅读能力，一个人能够在阅读的同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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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考的学生，比起不掌握这种乍看起来很简单

的迅速阅读能力的学生来，就显得能够更迅速、
更顺利地应付任何作业。能够在阅读的同时进

行思考和在思考的同时进行阅读的学生，就不会

在学业上落后了［8］。
借用心理学的思维模式引导学生对各科知

识进行归纳整理并内化成自己的知识，同时建立

错题集进行学习效果强化，达到开拓新的思维模

式，实施宿舍为单位的小组合作学习，提倡学生

“善于思考，勤于读书、基于探索，敢于质疑”来

提升学习的思维能力。
( 四) 提升消费自我约束力，进行财商教育

的普及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少大学生的消费

跟风、攀比社会上的高消费，令家长不堪重负。
笔者指导学前专业 2015 级几位学生在全院范

围内开展财商教育的问卷与调研，结合心理学

上的自我控制知识点时，联系学生的消费攀比、
网购不节制、女生爱买高级化妆品而不爱买书，

要求大学生审视自己的意志是薄弱还是坚强，

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进行财商教育的普及。
学会计划消费，试着记帐、比价、有节制地网购，

愿意打工，体验赚钱的不易; 树立财务安全知

识，避免电信诈骗、网上购物退税诈骗，防止求

职打工时误入传销陷阱。大学生财商教育的目

标，是培养大学生树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

资理财观念，掌握科学的经济金融基础知识，具

备理性消费、科学理财、自觉投资的基本能力，

成为适应社会要求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主动

拓展生命价值的经济主体。
大学教育应营造一种比学习、比人品、比感

恩、比节俭的浓厚校风，对超出家庭条件许可的

高消费倾向要加强引导，尤其不能对生活条件差

的学生歧视和冷遇，引导家长勇于与善于对大学

生的无理取闹和过高消费说不。

三、心理学课程价值导向的意义

心理学与德育结合，让大学生将知识点内化

为自己的行动，怎样迁移到学习生活工作上，是

个难点。因为不少学生反映，明白这样做的好

处，但自己缺乏意志与毅力，心理承受能力差，觉

得不良的习惯很难改变，指望学校出台强有力的

奖罚措施来规范自身的行为。
教育者自身应成为一个真正大写的人，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必

须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进”不松懈，注重进教材体系与进教案进讲

义相统一、进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统一、带着

立场情感与创新方式相统一，突出全员全方位

全过程师德养成，正确地去生活、发自内心地热

爱学生、高度保持自己的爱国情操、公民的品

德，才有道德权进行教学，道德训诫的话语才容

易被学生接受。在对大学生灌输情感并有效地

控制情感的同时，选择了把教师、教育者、父母

的话语、学习生活活动、道德上的锻炼、美对孩

子的情感影响、学生对求知欲、认识的快乐的发

展相结合信息作为主要手段［5］。教师在教学目

标的制定过程中注重“术道结合”，在其教育环

节中发挥着价值引导、情感传递和道德示范的

作用。要注意课堂话语传播的有效性，引导大

学生通过体验式思考，实现理性认知和情感共

鸣与行为认同［8］。
大学生从第一学期开始有自己的职业生涯

规划，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缺点、
定位自己，扬长补短，为未来的职业规划、自己

的努力方向有个清醒的认识。克服盲目学习与

懒散的个性，树立就业的危机意识。随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大学生要做

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
而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
的筑梦人，全心全意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

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 路 人［9］。激 励 学

生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激

扬青春梦，自觉把个人的抱负理想融入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事业中，敢做走在时代前

列的弄潮儿; 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平时的脚踏实

地中，让勤于学习、勇于担当、乐于贡献成为青

春搏击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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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oriented Function of Psychology Und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dea for Curriculum

MA Jing
( College of Shangyu，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Zhejiang 312300)

Abstract: The multitude brought by the market economy has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moral values．Traditionally，colleges attempt the integrated instead of diversified moral education with a low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In the new era，the task of the educator is to pave the way for students，insist on
moral education as the center，and combine knowledge education with value education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moral awareness and moral judgment from college students’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By so do-
ing，students can be guided to be good and become morally，intellectually，physically，and aesthetically devel-
oped．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psychology; valu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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