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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重要分支，在关注人的内心情感体验、挖掘人的潜能、与塑造人格

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学生干部培养具有周期性、延时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如何运用积极

心理学调动学生主动投身学生工作和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实现学生干部在人格塑造、认知提升、学习

工作等方面的共赢，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

将以积极心理学背景下高校学生干部培养的路径探究为题，分析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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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psychology， positive psych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aying 

attention to people's inner emotional experience， tapping people's potential， and shaping their personality. 

The training of college student cadr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iodicity， delay and lag. How to use positive 

psychology to mobilize stu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tudent work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to realize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student cadres in personality shaping， cognitive improvement， study and work，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is a problem worth in-depth 

discussio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ath of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cadr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sitive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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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在二十世

纪末提出。积极心理学关注人内心的情感体验，以“积极”为

研究视角，倡导用开放、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人，发现和挖掘人

的潜能、美德等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这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要注重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的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高

校学生干部作为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大学生的共

性，也有其特殊性。同时，学生干部处于青年初期的成长阶段，

对于自身的成长、与人交往和周围环境的认知尚未完善，旺盛

的求知欲、增长的好奇心和敢于探索的求新求变意识推动他们

不断提升个人能力与素质。学生干部对于个人能力提升的要求

普遍较高，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他们更愿意以积

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与学习，实现自身潜能的进一步开发。将

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学生干部培养工作，有助于其形成完整的

人格，提升情绪调节能力，善于沟通，积极合作，拥有良好道

德品质。同时，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有效利用积极心理学内

容，有助于该课程作为先修课程为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和就业创

业打好基础，有助于提升学生干部培养的实效性，提升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助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 

一、学生干部培养过程中的问题 
（一）选拔与任用过程的不合理 

学生干部选拔的起初目的是选拔出理想信念坚定、品德端

正、争当表率、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的先进分子。选拔主要有三

种形式：班级推荐、教师任命与学生会选拔。班级推荐和学生

会选拔较少，主要通过教师任命，过程单一，缺乏一定的公平

性与透明性。任用过程主要考虑到学生管理、教学科研管理等

现实工作需求，很少从学生实际身心发展规律、成长需要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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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做到精准培养。 

（二）学生高期望值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 

大学生处于成年初期，学习能力强、精力充沛，好奇心强

促使他们积极探索外部世界，但是经验缺乏、生活阅历较少、

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现实的差距和不满驱使他们通过改变自

身来实现能力的提升。当选学生干部能够较好实现学生的这一

需求。对于学生干部身份与荣耀的认可与向往使得学生提升了

对于担任学生干部带来的更高能力的期望。但现实情况下，学

生干部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学生管理等事务性工作

由于其复杂性，不一定能在短期内为学生干部成长提供正向反

馈。由此可见，学生干部成长的现实情况与高期望值之间的差

距使得培养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三）忽视学生干部心理健康 

由于学生干部培养过程中更多关注于教师下发的工作任

务，重能力而轻素质，忽视学生干部领导力、交际能力、沟通

能力的培养。工作内容的繁重和学业的压力双重因素导致学生

干部不能做好学业生涯规划、时间安排与问题归因，多种现实

情况影响下，学生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凸显，如果没有及时的

识别与疏导，极易引发心理问题。进而，这种情况对于学生管

理与教育工作也会造成困扰。 

（四）严格管理与学生干部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所处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

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力向“Z 时代”青年输送

先进的思想理念、文化传统和前沿科技，在“乱花渐欲迷人眼”

中，很多学生由于社会阅历有限、问题分析能力不强，很容易

被一些表面的“浮华”所蒙蔽；国内社会的“内卷”问题同样

困扰着青年一代，是他们在“想卷卷不起来”“想躺又躺不平”

的“45 度”人生中迷茫、徘徊；自身所处年龄阶段的盲目性与

从众性使得他们在人生道路选择、在选择道路的坚持方面更多

向外求，以教师、父母、同龄人的建议和经验为主，很少能够

从个人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角度思考人生方向。学生干部虽然是

学生当中的先进分子，但面临以上问题时同样会陷入迷茫，这

时，辅导员、教师等多方量的介入共同形成多方管理模式。在

严格管理之下，学生干部的处事态度与技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提升，但是直接经验的灌输与缺乏深入思考的行动，很容易使

他们陷入形式主义、不加思考、害怕出错的思维误区，与其当

前应具有的坚韧不拔、自由思考、敢于尝试、不怕出错的精神

品质相违背，使其不能得到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从学生干部

培养的长远来考虑，是弊大于利的。 

二、积极心理学在学生干部培养过程中的意义 
积极心理学能够激发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有利于充分发

掘人的潜能，促进人在积极的情绪与氛围下探索成长的无限可

能；同样的，将积极心理学运用于高校学生干部培养的全过程，

能够帮助学生干部发现自身优势，提升认知能力，以积极的心

理品质面对学生管理、教学科研、实习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做

到主动发现问题、冷静分析问题、善于解决问题；除了学生干

部个人成长层面的效果提升，教师培养学生干部，引导学生将

树立坚定理想信念与个人能力提升相结合，应以服务学校和地

方经济发展为育人目标，提升学校育人效能。 

（一）有利于提升学生干部各项能力 

首先学生干部应该具有坚定的的理想信念与崇高的道德

素养。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较高的道德素养，才能在工

作中提高站位、细致谨慎、认真服务、虚心求教。其次，学生

干部应是具有较高能力素质的群体。在学生干部任用过程中要

善于发现学生身上所具有的闪光点，充分利用闪光点激发学生

提升执行力、提升解决问题能力、提升人际交往与沟通协调能

力等能力素养。最后，学生干部应该具有坚强、乐观、有责任

心的精神。学生干部工作繁杂、细致，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做

好上传下达，在面对朋辈学生的质疑或不配合时，能顶住压力，

扛牢责任，击破困难，收获圆满的结果，是需要长期锻炼的，

这也是学生干部成长成熟，在学生中拥有威信力和领导力的必

经之路。 

（二）有助于提升学生干部心理品质 

提升学生干部心理品质在于更好提升学生干部心理韧性。

积极心理学重视对于人的积极方面、价值和优点的研究。借助

于激励的方式对高校学生干部进行引导，使得他们在轻松愉悦

的氛围中对自我心态进行调整，提升自身心理素质，激发自身

潜能。积极心理学也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干部的主观能动性，提

升自我认识，发挥自我优势，建设积极、乐观、自信的心理品

质。在面对复杂的学生事务、课题科研任务、个人成长时能够

以平和而富有张力的心态制定短期、中期、长期发展目标并如

期完成。 

（三）有助于提升学校育人效能 

在学生干部培养过程中运用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与方法

不仅对于学生干部个人成长成才有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对于

学校来说，积极心理学作为心理育人工作的重要方法与手段，

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积极心理学运用到学

生干部培养的始终体现在建立起“师-院-校”三级管理体制中，

即教师层面发掘优秀学生干部，以“罗森塔尔”效应为激励手

段，帮助学生干部更好发现自身优势。学院学生会等学生组织

以组织育人与实践育人等不同方式带动学生干部参与学生活

动、实习实践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将学生干部的发展融入学

校和地方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中，让其在本领增长、担当重

任中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将积极心理学运用到学生干部培养

的始终，从学生成长到学校发展、地方和国家发展的各个层面

体现学校育人效能的提升。 

（四）有助于提升社会引才用才积极性 

积极心理学在学生干部培养过程中的充分运用，使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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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校-社会”的三级共育体系得以创建，在学生干部培养成

才全过程实现有形可见、有据可依的全链条闭环式发展。以“积

极”为基调调动学生干部干事创业、学思践悟的主动性，提升

教师、学校对于人才培养标准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把握与调配力

度，促使人才输送到社会后社会各方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和高度

的吸引力招才用才，确保学校教育效果得以实现。社会对于人

才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潜能挖掘是检验学校“积极”教育的一把

量尺，也是检验学校教育效果的最终体现。 

三、积极心理学在学生干部培养中的实现策略 
（一）健全选拔与任用机制 

学生干部的选拔应该建立在一定标准之上，结合运用积极

心理学选拔出具有较高思想道德修养、具有服务意识和担当精

神的高素质学生。首先要建立完备的选拔制度与章程，明确选

人用人标准。选拔出的学生干部要具有大局意识、服务意识。

乐于助人、团结同学、尊敬师长、责任心强，不能养成好逸恶

劳、贪图享受的习惯。其次，注重培养学生干部的专业素养，

让其在专业学习中获得成就感，平衡好专业学习与学生工作之

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再者，对学生干部减少直

接任命，进行公开选拔，提升公平性，任用中建立阶段性考核

机制，以激励学生干部之间公平竞争，从而科学合理地选拔出

优秀的学生干部。 

（二）培养学生干部积极的情绪体验 

积极的情绪体验包括感官愉悦以及心理享受。其中，心理

享受促使学生个体得以全面发展，并对其积极品质进行培养。

学生干部培养与选拔任用中运用积极心理学，充分发挥学生干

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其在学生工作、专业学习、第二课堂活

动等方面找到一个或多个落脚点、出彩点和闪光点，将个人价

值的发挥到在校生活各个方面，以塑造积极心理。 

同时要把学生干部的积极情感体验以不同时期来划分，分

别为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对过去的积极情感体验即对于

过去的成就感、自豪感与满足感，对于现在的积极情感体验就

是对当下的愉悦感与快乐感，对未来的积极情感体验就是对未

来的期待感与乐观感。因此，对于学生干部来说，就是要满足

他们对于过去的成就满足，对于当前的愉悦幸福以及对于未完

成事件的期待渴望。 

（三）注重自我价值实现与幸福感提升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的需

要，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

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前两个属于低层次的需要，后边三个属

于高层次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与幸福感提升是自我实现需要

得以实现的重要体现。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在在擅长的领域进

行探索。高校学生干部在履行学生干部职责过程中将工作热

情、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结合起来，以提升其工作价值感与成

就感。高校教师和管理者也要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将正确的

价值观和世界观传递给学生干部。学生干部通过自我成长和高

校教师的影响，学生干部高层次的需要也被激发出来，形成学

生干部与高校教师积极互动的良好氛围。 

（四）建立效果反馈与激励机制 

学生干部的选拔与培养过程、培养积极情绪体验的过程和

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设立不同的层级、

设定不同的阶段，对学生干部进行跟踪观察，建立效果反馈机

制，畅通反馈渠道，以阶段性目标达成给予奖励与长期性目标

达成给予鼓励的双线模式，让学生干部有同伴倾听、有专门老

师指导、有渠道表达、有榜样案例，如采用谈心谈话工作坊、

团体辅导、学生干部“树洞信箱”、榜样力量选树等途径，以

更加透明和长效的方式为学生干部培养“供给养分”，提升面

对问题与困难时的心理韧性，让他们在见人所长、互帮互助的

环境中成长成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将积极心理学运用到高校学生干部培养全过

程，要充分运用其在关注人的内心情感、潜能开发、人格塑造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充分运用当代大学生成长规律，发现学生

干部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学生干部选拔与任用过程中健

全体制机制，让学生干部在学业与学生工作中找准平衡点，培

养积极情感体验，促进自我价值实现、提升幸福感，以实现学

生干部成长成才为基本遵循，帮助其提升各项能力和心理品

质，进而实现学校育人效能，以学生发展引领学校发展、以学

校发展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基本目标，最终实现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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