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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这种融合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还能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调节情绪,增强抗压能力；而思想政治工作则能帮助学生

明确人生目标,坚定理想信念,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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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promoting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This integration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levels but also guides them to establish correct worldviews, 

outlooks on life and values. Through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tud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mselves, 

regulate their emotions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withstand pressure. Meanwhi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can assist students in clarifying their life goals, strengthening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an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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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构筑大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的基石,对雕琢大学生优秀品格及社会责任感发挥着无可估

量的作用。高校大学生正处于思想道德体系构建的关键时期,

他们经历了中小学时期紧张的学习后,初次远离父母的直接监

护,步入了一个充满新奇与挑战的大学新环境。在这里,无论是

校园氛围、师生关系,还是生活方式,都充满了未知与考验。为

适应这一重大人生转折,他们必须调整思维模式和学习方法,而

在此过程中,许多学生可能会遭遇信仰和价值观的迷茫与困

惑。因此,高校亟需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确保党

的教育方针与政策得以积极、稳妥地实施。这不仅是响应科

教兴国战略、担当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更是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输送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能力全面的优秀人

才的战略选择。 

然而,长久以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常被

割裂为两个独立范畴,缺乏有效的融合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两者在教育实践中相互补充、协同增效的作用,不利于大学

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因此,探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

教育的融合之道,对于提升教育质量、培育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

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基础 

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高职学生教育中各自扮演

着独特的角色。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情绪

管理、压力应对等方面,旨在帮助学生建立积极、健康的心态,

提高自我认知和情绪调节能力。而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培养

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包括理想信念、道德观念、法律意识等,

旨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现代教育论坛 
第 8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49 

Modern Education Forum 

然而,这两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心

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一方面,

良好的心理状态是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一个心理健

康、情绪稳定的学生更容易接受正面的思想引导,形成积极的道

德观念和行为习惯。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也能对学生的心理

健康产生积极影响。通过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道德引领,可以帮助

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更

加坚韧不拔、积极向上。 

2 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

困境 

2.1思想政治工作教师缺少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经历 

由于缺少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专业培训和实践经历,一些

思想政治工作教师在教学方式上可能显得过于单一和陈旧。他

们往往过于注重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实践教学和学生的心理需

求,导致课堂氛围沉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难以被激发。此

外,缺乏心理健康教育元素的融入,也让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显得

枯燥、乏味,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这种教学方式不

仅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还可能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

厌倦和抵触情绪。因此,我们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师的心理

健康教育专业培训,鼓励他们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注重实践

教学和学生的心理需求,让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更加生动有趣,更

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2.2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缺乏心理健康教育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在学生的全面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强调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如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观

念以及牢固的法律意识。然而,这一体系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却

显得不够完善。当前,许多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等心

理困扰时,常常感到无助和迷茫,因为他们缺乏系统性的心理健

康教育支持和专业的心理辅导。为了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我们

需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规划和实施,为学生提供更全面、

更贴心的支持和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各种心理挑战。 

2.3目前就业形式困难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难度 

严峻的就业形势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职业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面对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部分学生可能会对自己的

未来产生怀疑,甚至动摇原有的理想信念。在求职过程中,他们可

能会遭遇挫折和困难,这些经历往往让他们对原有的价值观和世

界观产生质疑,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生规划。为了应

对就业压力,学生可能更加关注如何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而忽

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可能会将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专业技能的学习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上,却

减少了对思想政治理论的深入学习和思考。这种倾向不仅不利

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可能削弱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3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实施

路径 

3.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在高职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过程中,教师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是这一教育过程的直接实施者和

引导者。教师的专业素养、教育理念以及所采用的教学方法,

无一不深刻地影响着教育的质量和最终效果。因此,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能力,成为了推进这两

者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定期组织教师

参与融合培训。这些培训不仅应涵盖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知识,

还应深入剖析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更重要的是,要引导教

师学习如何将这两者有机结合,以实现协同育人的目标。通过这

样的培训,教师可以更好地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同时运用思想

政治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此外,融合培训还有助于教师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形成跨

学科的教育思维。在培训过程中,教师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启发,

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融会贯通,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

深入的教育。 

3.2加强教育教学研究工作 

为了深入推进高职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由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共

同组成的跨学科教研组。这个教研组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

供教师们共同探讨和研究融合教育的理念、方法和策略。定期

组织集体备课和教研活动,是教研组的核心任务之一。通过这些

活动,教师们可以分享各自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互相学习、互相

借鉴,从而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提高教学水平。同

时,集体备课和教研活动也有助于教师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融合

教育的本质和要求,更好地将其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此外,还可

以组织教师开展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案例研究。通

过对成功案例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为今后的教育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这些案例研究不仅可以帮

助教师们更好地理解融合教育的实践路径,还可以激发他们的

教学灵感,推动他们在教学中不断创新。 

3.3落实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联动,长远发展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不可或缺

的两大支柱,它们的成效不仅关乎学生个人的未来,更关系到社

会的和谐与进步。为此,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必须紧密联动,

共同发力。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育者,应时刻关注孩子的心

理健康,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通过积极的沟通和引导,建立和

谐温馨的家庭氛围,为孩子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学校则应

承担起专业教育的责任,不仅要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提供专

业的心理咨询,更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年。社会层面,需要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宣

传和推广,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同时提供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

源,如心理咨询热线、心理健康讲座等,让心理健康教育真正走

进千家万户。综上所述,只有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共同努力,

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为

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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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实施路径图 

4 结论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在现代教育体系中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两者不仅各自独立,更相辅相成,共

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保驾护航。心理健康教育通过一系列专业

的方法和技巧,帮助学生深入认识自我,有效调节情绪,增强心

理韧性,为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而思想政治

工作则侧重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社会责

任感和国家意识,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两者的有机融合,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质,更能培养出身心健康、品德高尚的新时代人才,为社会的

进步和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本文系2021年江西省人文社科课题：“疫情期间职校学生心

理健康影响机制的探究与对策”(课题编号JC21215)和江西省首

批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

部、第四批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全国党建工作

样板党支部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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