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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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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学交叉产生的边缘学科。受其发展的影响，在规模和

研究力度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文章基于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发展现状的分析，着重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产生的背

景、理论和实践意义，以及研究对象和领域等基本问题，旨在促进学科建设，并探索这门学科的未来发展之路。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发展现状；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1-0083-05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的认识 

      （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产生的背景和理论、实践意义 

      学界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学科。要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产生的背

景，必须上溯其母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孕育及发展历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特殊的学科（专业），其特殊性首先表现在这个专

业是我国所独有的。从1984年起，我国在全国30多所重点高校率先开设此专业，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的正式诞生。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历史命题，经过广大政工

干部和专家、学者的理论挖掘整理、实践经验归纳总结和对其它学科理论知识及方法的借鉴，初步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地位。基

于此，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正是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历史命题下，通过有意识地借鉴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而逐步

产生的新的交叉边缘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产生不仅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还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发展有关。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对心理学

的借鉴是必然的。第一，思想、心理和意识这三个概念具有相通性，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心理学为基础或基本依据。因为思想政治

教育的对象是人及其思想，人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按照心理活动进行的，而且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心理支配的。心理是思想的基础，

同时又渗透在思想中。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觉悟问题，而且更多地面临着要解决人们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比

如，学生厌学可能不只是对学习缺乏正确的态度和认识、意志薄弱及逃避困难所致，也可能与不懂得学习心理、性格缺陷、逆反和挫折

心理等心理因素有关。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自觉地把心理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使心理学的成果融会贯通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概

念、原则、原理和方法中，这样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于科学的基础之上。第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视

角一般侧重于教育者和教育内容，忽视教育对象和教育过程。重教育者轻教育对象，使教育对象的主体性难以确立，教育对象只能被动

地接受教育者灌输的教育内容，难以将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和动力倾向。心理学对教育对象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教与学过

程中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能提供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为思想政治教育所借鉴。思想政治教育要灌输的内容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

想，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思想及行为的价值、程式和规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关注的是通过理性的、演绎的、思辨的方法来探讨现实

的实质或根本性质，研究倾向是静态的。而任何思想政治教育，除了需要程式和规范之外，还直接涉及活生生的思想政治心理和行为表

现。因此，离开人的各种心理和行为表现，思想道德、政治心理将不复存在。人们的思想道德、政治心理的发展水平制约着他们对程式

和规范的认知水平，影响着他们的思想道德观和政治观。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心理学能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即从教育



者转向教育对象，从对教育内容的理性、演绎、思辨的静态研究转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动态研究。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产生

的理论意义在于从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上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朝着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有效地促进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的完善和发展。 

      （二）研究对象和领域 

      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强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重要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各因素的互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就是研究如何对

这种互动进行心理分析。影响互动效果即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因变量）的因素，除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自变量）以外，还有诸如家庭

气氛、社会舆论和公众心理等（协变量）群体和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所以其研究领域涉及：个体的心理分析（教育对象的心理过程和

个性心理）、教育者的心理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具备的心理素质）、小群体心理分析（家庭心理、组织心理、正式和非正式群体心

理等）和大众心理分析（舆论、时尚等）。 

      第二种观点强调研究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特别关注教育对象的某些特殊心理现象，如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挫折和逆反心理、嫉妒和攀

比心理、表扬和批评心理等。持这种观点的人笼统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研究人们在思想教育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及

其发展规律，其研究领域主要是搬用普通心理学的体系和内容。 

      第三种观点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现状。认为目前这门学科的理论准备尚不充分，照搬心理学的体系和内容，弄不清什

么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基本范畴和特殊规律。比如，有的人主要照搬普通心理学，有的人又加上社会心理学或教育心理学，造成研

究领域过分杂乱，而研究对象又笼统、含糊。这种观点没有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究竟是什么，只是认为

二者的关系是“一”与“多”的关系，即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般的、抽象的，而研究领域应该是特殊的、具体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者以一定的教育内容作用于教育对象而使之在心理和行为上产生的某种

变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即为社会环境、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四者的函数。显然，在一门学科建设的初期，要一下子

明确其研究对象和领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作为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秉承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将研

究对象拟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即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研究在社会有控影响（主要指教育和宣传）下，如何

有效地影响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一门科学。研究领域大致归纳为以下四方面：1.关于社会环境的研究。主要探讨在现实生活环境

中，对人们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因素。如职业、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风气等，看它们是如何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反应的。2.关于个体心理

状况的研究。探讨个体的心理过程、个性心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些特殊心理现象，如逆反挫折心理、表扬和批评心理等。3.关于教

育内容的研究。主要研究教育内容易被教育对象接受的条件、教育内容的表现方式和传导媒介对教育效果的影响等。4.关于教育者的研

究。主要研究教育者应具备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行为反应方式等。 

                                                         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发展现状 

      我国学校思想政治心理学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使思想政治

心理教育成为了政府和学校行为。90年代学校心理教育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以学校为单位的思想政治心理教育实验，在学校领

导的重视下，学校和科研部门合作或单独进行实验，并取得不少成绩；二是思想政治心理教育的内容不断丰富，技术手段不断改进。许

多学校进行心理教育课程化实验，教育内容包括学习方法辅导、职业辅导、生活辅导、情绪辅导多个方面，除了活动课程、讲座之外，

还采用心理咨询、心理测量等技术手段，并在许多学校建立了学生心理档案。但还必须看到，我国学校心理教育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和发达国家相比，正规化、科学化程度较低，仍需做很大的努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较多地侧重于经验的总结，缺乏有意识

地向系统化、理论化、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往往容易忽视教育对象的特点、教育内容脱离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因而导致思想

政治工作遭到人们的误解和冷遇。再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社会上曾一度兴起否定鄙薄思想政治工作的“取消论”、“淡化

论”和“改造论”，等等。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产生的实践意义即在于借助心理学的成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大凡成功的事物，大都渗透着心理学的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了解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了解了教育者

和教育对象相互作用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成功。正如教育艺术家李燕杰所析，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是简单的说

教、命令和制裁，而应该研究教育对象的特点，讲究传播真理的艺术，应该像阳光、空气包围着教育对象，使他们不知不觉地而又自觉



自愿地去感受、去体会。这里即涉及到运用无意识进行教育的心理学原理。 

                                                          三、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面临的问题 

       我国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1.职业化方面的问题。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教育工作者缺乏职业

心理学准备，因而心理教育服务效率较低，同时学校心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声望也较低，专业从业人员缺乏；2.技术化方面的问题。在

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心理学技术和工具，未能在我国普及，在测量方面，缺乏科学化量表以及测量工具和手段，缺乏心理咨询所必需的

技术设备；3.信息缺乏。我国学校思想政治心理学教育工作者缺乏必要的相互联系和信息交流，难于获取国外学校心理教育的最新信

息，直接影响了心理教育的研究和经验交流。4.教育的实效性太低。党和政府对德育工作历来非常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国

际、国内的新形势和学校德育状况，曾多次下发专门文件，要求加强和改进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社会各界与教育部门在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教育理论界发表、出版了数以万计的论文和上百

种著作，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探讨，提出了无数的方案、经验和建议。所有这些，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不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总的来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低效乏力的状况没得到根本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地位在当前学校工作中并未真正落实，

“智实、德虚、美劳空”仍是很多学校工作的真实写照。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不少老问题依然存在并继续加

剧，许多新问题又以十分复杂的面目迅速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看似热闹繁荣，大量实践难题却依然存在，改革步伐徘徊不前。学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处于一种尴尬局面。 

                                                 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未来发展之路 

      加强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建设，一方面我们的政府行政部门和社会力量应充分重视；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

主要力量应该是政府的教育部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全面专业化发展模式还是一个有待发展的进程，因此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心理学的实施者，应主动承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建设的责任。主要应重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发展中的“先锋官”的角色 

      1.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服务机构的建设。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服务机构的完善程度，反映了该国思想

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发达水平。没有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服务和社会网络的国家，其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工作者精力分散，思

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工作往往只是他们所有工作的一部分，因而难于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服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

学发达的国家，服务机构的设置、人员配备以及日常工作均有一定规则。 

      2.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专业人员的培养。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专业人员缺乏，主要表现在

“量”和“质”两个方面。从量上来看，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的配备数量上，远远低于学生教育需求的实际要求；从质上来

看，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工作者自身素质低、业务能力差，许多学校都是由一些从来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的其他专业的人员来替

代。 

      3.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课程建设。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发展的一个特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化实验。思想政治教

育心理学是否需要课程化，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反对课程化论者认为，课程化在实践上不能保证其实施效果，课程化比较适宜解决知

识范围内的问题，但学生的心理还有情绪行为等各方面的问题，不全是能够通过上课来解决的，课程化只适宜解决学生普遍共同的问

题，对个别的问题难以解决。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通过讲座、活动课程的形式进入课堂，已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尝试。同时，针

对我国学生多、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教师少的特点，许多普遍存在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通过讲座、活动课程来解决。 

      从以上三个方面建设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需要政府、学校、教师以及全社会的配合，其中，学校作为

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单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教育如果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其建设和发展肯定不能落到实

处。学校领导应充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并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建设与发展。 

      （二）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运粮官”的角色 

       学校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先锋官”，但是他们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扶持和投入。政府必须加大在财政和物质

上的扶持，解决学校的后顾之忧。社会则需要更多的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投入一定的力量来辅助这



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三）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改革需要全方位的探索和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目标：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探讨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途径，以实现造就社会化人格为本位

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目标的定位，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自身的逻辑性所规定的。 

      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自身的逻辑规定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本质意义就在于不断地塑造和完善受教育者的人格。以培养

社会化人格来定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才不会被受教育者视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会视为一种解

放的力量、一种创造的力量。如果我们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本质意义出发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那么，我们的学校思想政治教

育心理学就会把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与对他们个性、愿望的尊重结合起来，调动他们作为道德参与者的积极性；就会激发他们完善自我、

改造社会的热情；就会唤起他们自我教育的欲求；就会鼓励他们不仅做先进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解者、接受者，而且做先进思想政

治教育心理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内容：结合个人的“知”、“情”、“意”来构建体现时代精神的主导价值体系。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种能为社

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并以此作为人们行为的导向，去协调他们的行为，推动社会稳定发展。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构建

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主导价值体系，有利于学生形成自己的价值核心，不至于在多元价值选择中产生迷失。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方法：以发展学生判断能力与实践能力为重点。人的道德活动，一开始就遇到了“应该如何做”或“选择什么

样的行为”一类的问题。道德理性的发展既不同于以求真为目的的认知发展，也不同于以获得情感愉悦为目的的审美的发展，而表现为

在特定的道德情况下作出“应该如何做”的选择能力。因此，道德教育试图仅以讲解、说服、灌输等方式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灌输是远

远不够的，甚至是无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必须采取多元化教育方式，去促进学生自身能力的发展，如采取观察法、实验法、谈话

法、问卷法以及测验法等多种教育工具的综合应用。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需要我们做的工作还很多，本文只是浅尝辄止地谈论了发展史和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以学校为带头人，辅助政府的行政扶持以及社会力量的参与来共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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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rospects for Psychology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hina

                                                                          LI Xiao-ning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Psychology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s a newly rising subject in China,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With the influence of its development, it remains a further enforcement 

and exploration. Considering this, the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subject concerned, aims to explore its background , rational, significance in practice, and such basic issues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areas so as to promote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diagnose its prospects.

       Key words:Psychology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current situations；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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