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大学生基本心理需求提升高校思政教育获得感的思考

[摘    要] 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着对自信、自立、爱、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培养大学生满足这些

心理需求的能力是提升高校思政教育获得感的重要途径。大学生这五项心理需求具有丰富的内涵，开

展与之相应的思政教育工作有以下基本路径：“自信”重在“精心养成”，“自立”重在“强化意识”，“爱”重

在“引导回归本质与推扩”，“尊重”重在“增强理性”,“自我实现”重在“激励坚持真我与综合素质、能力的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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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增强大学生对思政教育的获得感是习近平总书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思想理念在高校思

政教育工作中的具体化，体现了思政教育改革思路从国家和教育者的目标向教育对象目标的转向，构

成新时期深化思政教育改革、提高思政教育实效性的着力点和目标愿景。本文基于大学生心理需求来

探讨提升高校思政教育获得感的路径。基本依据有二：其一，人的思想意识与心理的辩证关系原理。“

[1]

51-55

，因而培养学生的思想意识必须以尊重学生的心理现状为出发点。其二，需要驱动规律。需要是人类

一切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原动力，在思政教育过程中，教育对象的内在需要构成其是否接

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

人的心理世界具有主观性、非理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准确定位当前大学生基本心理需求是有效的思政

教育工作的前提。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提出，人终其一生的任务就是超越自卑走向自信。著名心理学

家马斯洛提出，当人的生理、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将自动趋向对情感归属（爱）、尊重和自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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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等高级需求。二人的观点得到学界许多人的认可，也与大多数人的经验和观察基本一致。另外，伴

随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自由逐渐成为人们普遍欲求的价值目标，而自立是个人获得自由的前提，

对于生活上大多尚依赖父母的大学生来说，自立也是其普遍心理欲求。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国进

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的生理、人身、财产安全等需求能够得到较好满足的情况下，当代大学生

的心理需求主要表现为对自信的需求，对自立的需求，对爱的需求，对尊重的需求，对自我实现的需

求。这些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是大学生健康人格形成的基础。反之，则可能引发大学生心理世界中诸多

深层次的问题，对其当下与未来的生活都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同时，扭曲的人格也可能诱发各种反社

会、反人性的行为。

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我国长期的应试教育体制所带来的唯考试成绩至上的评价标准导致心理健康教

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使当今很多大学生尚不具备满足自身心理需求的现实能力，因而迫切需要

得到外界，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引导。尊重大学生心理需求，着重培育大学生满足其心理需求的能力

，这是当前推动思政教育供给侧内容改革、提升大学生思政教育获得感的必要途径。学界有不少人关

注到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契合问题，但很少有人在对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求进行提炼与定位的基

础上有针对性地探讨二者的结合路径。笔者将在下文中分别阐述大学生上述五项基本心理需求的具体

内涵及表现，尝试重点指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培育大学生满足这些心理需求意识与能力的具体路径

。基于自信是自立的前提，自立是自信的必然结果，因而文章将自信和自立合并在一起讨论，全文分

为四个组成部分进行展开。

一、大学生对自信、自立的需求及其自信心、自立意识的培养

  “自信心”接近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概念，即“个体在执行某一行为操作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

完成该行为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主体自我把握与感受”[2]

191-215

，是人对自己有能力成功实现某一目标的信任状态。积极的自我评价，完全的自我接纳和良好的社会

适应是自信心的基本特征。任何正常心智的人都渴望获得自信，但相当部分大学生尚缺乏应对现实社

会的成功体验，尚未完成自我认同和自立任务，这导致他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自信心处于

有待建构的状态。

自信心建立在个人对自己的现状、能力、特长、价值的了解、接纳和相信的基础上，个人通过主观努

力实现自我认同和积累成功的体验是其自信心建构的前提条件，但外界对个人性格的认可，能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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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价值的肯定，发展的支持是其自信心构建的必要条件。自信心宛如一颗大树，其种子孕育在个体

自身，但其正常生长必须依靠外界对其提供土壤、阳光、空气和水分等必要的营养元素，即重在“养成

”。

思政教育工作者应该通过多个途径培育学生的自信心。首先，思政工作者应善于发现和欣赏学生的独

特潜能、优点、成绩，培养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尽其所能为学生创造展现自我和获得成功体验的机会

等。这是为学生自信心的发芽提供情感、态度和行动的支持。其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运用心理学和

教育学知识来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引导学生直面人性的不完美、人生的曲折与挫折，逐步实现自我

认同，并走向自我悦纳，自立自强。这是为学生自信心的生长提供认知论基础。最后，思政工作者应

该有意识引导学生从“四个自信”走向“个人自信”。国家与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思政工作者可以借当

前国民“四个自信”大大增强的契机巩固学生对自我的信心。

自立与自主、独立、自强是近义词，指个人能够仅依赖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不为外界所动，自持自

守、自我发展的一种状态。自立包括五个由低到高的阶段：生活自理—经济自立—情感独立—思想独

立—自我实现。虽然人人渴求自立，但由于各种原因现实中很多人止步于自立的半途之中。正常人一

般都能很快完成自立的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即实现生活自理；大部分人在成年后也能顺利迈向自立的

第二阶段，即实现经济独立；但不少人终生难以跨越自立的后三个阶段，表现为情感不独立，思想不

独立，自我实现不独立。譬如有些青年人过度依恋他人，将与他人的情感联系视为至高价值，以至于

喜怒哀乐皆受他人，特别是容易受重要他人态度的影响，甚至决定，他人若不能满足其感情期待，个

人就会极度痛苦，甚至失去控制，难以正常生活。思想不独立的具体表现为个人缺乏独立思维的能力

，其判断、见解和观念受权威、社会偏见、某一特定他者，即外界的力量所决定。思想独立对个人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至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指出，所谓启蒙的格言

就是“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挣脱因懒惰或怯懦所导致的受监护的状态（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

能使用自己的理智），走向独立[3]

。自我实现是个人独立的最高阶段，不能自我实现表现为事业追求与发展中不能自我规划、自我决定

，缺乏自我成就的决心和现实力量。

当今时代，除了极少数身患重疾者，任何正常人都具有走向彻底自立的可能性，但人又皆有惰性和脆

弱性，意志容易松弛并沉溺于依赖外界的舒适和安逸之中。因而思政教育工作者应该重点强化青年大

学生的自立意识：将自食其力作为未来生存的底线；树立对自己的快乐与幸福负责的意识；确立非经

理性反思和实践检验不视任何外来观点为真的思维原则；勇于面对和发展真实的自我，独立决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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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目标，自力更生追求自己的梦想等。

二、大学生对爱的需求及其爱的能力的培养

人皆有对情感归属的需求，这是人与无机物和低等生物机器区分的根本标志，爱的需求的正当满足构

成个人心理健康的基础。青年大学生受其身心发展阶段所决定，大都欲求爱他人，更欲求获得他人的

爱。但爱在本质上是一种依赖后天长期教化才能养成的能力，只有具有爱的能力的人才既能给他人带

来爱，又能获得他人的爱，从而幸福自己，又幸福他人。当前我国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普遍存在对爱

的能力培养重视不够或方法不当的问题。因爱的能力的欠缺引发的大学生安全事件屡见不鲜，甚至出

现大学生因失恋或与朋友的纠纷而丧失理性，最终采取伤害自己和他人，甚至毁灭生命的行为。

思政工作者应该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等多种途径有意识培育学生爱的能力，这可以总称为爱

的教育。正常人一般都具有爱的本能与意识，当前妨碍个人爱的能力养成的主要原因是很多人对真爱

的内涵缺乏正确把握，因而阐明爱的本质的认知教育是爱的教育的前提。由于人皆有自我服务的倾向

，很容易将爱理解为索取和占有。关于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一直是思想界、文艺界想要探讨和表达

的主题。思政工作者可重点引导学生了解和思考人类思想史中关于爱的界定的经典观点，并结合学生

自身的生活体验，引导学生把握真爱的本质。如我国儒家思想认为，爱之则必欲利之。《圣经》强调

爱是忍耐，恩慈，不轻易发怒，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事，不求已益处，不计算人恶，

不喜欢不义，凡事包容，只喜欢真理，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心存圣洁，胸怀坦白，饥渴慕义，相互

信赖，不可虚假，没有惧怕等。马克思对爱也有过明确论述：“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

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

你就只能用爱去换取爱，用信任去换取信任。”[4]

弗洛姆在其专著《爱的艺术》中提出，爱是人为了克服分离的焦虑与外界的融合；爱主要是给予，而

不是接受；爱的基本因素是关心，责任，尊重和认识[5]。以上关于爱的经典论述虽然侧重点各异，但

都强调了爱的本质特征，即爱不是索取，而是付出，即给予和奉献；一个人只有付出爱才能得到爱。

同时，爱还具体表现为关心、尊重、责任、理解、谦卑、信任、垂范、包容、公正、交互性等。

爱的教育以“如何爱人”作为基础内容，爱人可以分为自爱和他爱，明晰自爱和他爱的辩证关系是爱的

教育的关键。所谓自爱，简而言之就是认可、关心自己的身心、荣誉，珍惜自我，促进自身的利益和

幸福。自爱在爱人的体系中位于第一位置，在时间上先于他爱发生，在逻辑上是他爱的基础，一个人

唯有懂得自爱，才能爱人，唯有懂得爱人，才能使人爱己。因而爱的情感遵守这样的顺序：自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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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人爱己。我国儒家思想对此有过专门论述。孟子曾指出：“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

可与有为也。言非利益，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以，谓之自弃也”（《孟子·离娄上》）。在孟

子看来，珍惜自我就是不自暴自弃，能够按照“仁—义—礼”的道理行事；只有自爱者，才能与之进行

正常的交流与共事。《荀子·子道》对自爱的起点作用做出明确阐述：“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

？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

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

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自爱是爱的起点，这符合人的自然性情，但自爱并不等同于狭隘的自我主义，后者只关心自己。社会

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个人皆离不开他人和社会而存在。而人唯有对他人付出爱，才能得到他人的爱。

因而一个真正懂得自爱的人必然会从自爱推扩到他爱。他爱的对象是身边的人，包括恋人、子女、父

母、兄弟姐妹、朋友、同事等，但他爱也包括爱陌生人，其最高境界是爱整个人类。

爱的教育不仅包括如何爱人的教育，还应该推己及物，延伸到爱集体、爱祖国，爱地球的教育等，这

些是个人获得更广阔和更深层次归属感的必要条件，构成爱的教育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思政工作者

应该向大学生阐明爱集体、爱祖国、爱地球的必要性与各自的基本内涵与具体要求。其中爱国主义教

育是高校思政教育的主旋律。尽管当代大学生大部分都具有爱国主义情感，但不少人并不懂得理性爱

国的科学内涵：一些人将爱国误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将排外，甚至采取打砸抢手段排斥外国货物视

为爱国精神；一些人将爱国曲解为勇于批判社会、批判党，甚至敢于和政府公然对抗。因而思政工作

者应该引导大学生学会理性爱国，使大学生将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民族团结，做好本职工作，尽最大努力为祖国的物质文化繁荣作贡献等视为爱国的基本要求。另外

，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建立在社会大众对地球的热爱和保护的基础上，而在当今世界，由于人对自然

无节制的开发和征服，人与自然的关系正面临着巨大挑战，所以当下爱地球的教育也具有突出的现实

意义。思政教育工作者应该坚持不懈地引导学生养成珍惜自然资源、珍爱地球万物和保护自然环境的

意识和行为习惯。

总之，阐明爱的内涵是爱的教育的前提，思政工作者应该引导青年大学生在行动上回归爱的本质，即

主动付出，对他人付出关心、理解、尊重、体谅、成全、包容等；同时引导学生在行为上从自爱推扩

到他爱，从爱人走向爱集体、爱祖国、爱世界、爱地球。

三、学生对尊重的需求及其尊重的意识与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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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是人内在的基本需求。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以经济领域的等价交换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契约化为基

础的、以相互尊重伦理为基础的经济形式，这一经济形式强化了人对尊重的需求。90后和00后的高校

大学生受其生长的时代背景和身心发展的特征影响，对尊重更是有着十分强烈的渴求，据研究家庭教

育的工作者发现，00后出生的青少年学生如果被父母打，很多会选择还手。然而尊重是一种获得性能

力，个人唯有懂得何谓尊重，以及该如何尊重自己、他人和社会，才能获得尊重。尊重能力的养成需

要制度、教育、文化等多个途径来塑造和教化。由于各种原因，大学生在其成长过程中，尊重教育没

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现实中很多大学生并不具备尊重的科学观念与能力。

高校思政教育应该高度重视对大学生尊重能力的培养。尊重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思政工作者首

先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激发学生对“尊重”这一概念科学内涵的思考，这是尊重教育的前提。尊重是一个

蕴含着评价、规范、指引意义的道德语词，代表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情感、态度与行为的回应，内含“注

意”“遵从”“积极评价”“适宜的行为举止”等环节。所谓“注意”，即重视并严肃对待某个对象，要求主体对

客体认真地关注，全面地认识，适当地考虑，与漠视、偏见、歧视等对待方式相对。所谓“遵从”，即

谦卑地对待被认为值得尊重的对象，要求主体自我中心的关切让位于对客体的考量，与自大、傲慢和

反抗等对待方式相对。所谓“积极评价”，即认可对象的内在价值、重要意义或庄严性、优越性，伴随

着惊奇、钦佩、赞赏和敬重的态度，与之相对的是把某种事物看作毫无价值或无关紧要的，采取诸如

轻蔑、藐视、贬低等态度。所谓“适宜的行为举止”，即仅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与对象发生联系，在行为

方面保持约束、敬畏、距离和节制，使对象得到恰当的对待，与干涉、侵犯、践踏和侮辱等对待方式

相对[6]。

思政工作者还应着重阐明自尊和他尊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并培养学生自我珍重和尊重他人的思

想意识与行为习惯，这是尊重教育的核心内容。自我尊重简而言之是对体现于自身中的人性的认可和

爱护，包括对自己的身体、个性、能力、价值等的接纳和珍视，对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权利尊严的捍卫

，对自己的道德尊严的努力提升等。一个具有正常自尊感的人将十分珍惜自己的名誉和气节，行为端

庄、举止得体，不会放纵自己沉溺于动物性的肉体欲望；具有稳定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感，不会妄自菲

薄、自暴自弃，也不会对他人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但自尊有一个度的范围，其下限是自卑，其上限

是自负。过于敏感、超出界限的自尊可能导致人走向自我、自大、狂热、敏感、偏执。比如大学校园

内的一些自杀、恶性暴力事件，就是由扭曲的自尊观念和行为而引起。

人唯自我尊重、尊重他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相互尊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人际交往的限制性原则。

相互尊重包含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尊重彼此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是底线；尊重彼此的自主性、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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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境遇、个性、需求、感受、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劳动贡献与发展是相互尊重的高级要求；

尊重彼此作为人本身的至高价值，将彼此视为目的而非手段是相互尊重的最高境界。相互尊重与相互

关爱相互区别又相互促进，但相互尊重是相互关爱的前提，思政工作者应该引导学生在尊重他人的人

格、意愿、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关爱他人。

尊重教育的核心是关于尊重的人的教育，但却不仅限于人。强化大学生对规则、法律和自然规律尊重

的意识和习惯，这是尊重教育必要的延伸，在当代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

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永恒的生存境遇，社会规则和法律是保障具有不同利益诉求个体能够

与他人和谐共存的形式体系。个人对规则和法律的尊重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和他人的正

当利益的认可与维护，属于相互尊重的范畴。尽管我国当下已经推行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但由于受20

00多年专制文化传统的影响，很多人依然受人治思维影响，缺乏对规则和法律的敬畏意识。另外，当

前中国不少民众对西方教育和文化中所倡导的自由和个性存在着片面理解和盲目推崇的趋势，导致我

国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过分溺爱和放纵子女的现象，忽略了对子女的规则意识的培养。据研究，目前

我国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缺乏必要的规则意识，在学习、考试中轻易践踏学校反复强调的规则，也不愿

承受违规行为所导致的惩罚[7]

。如有些学校少数学生因考试舞弊、论文质量低劣导致不能正常毕业，其试图用乞求、耍赖、行贿等

方法规避后果，甚至以自杀相威胁。因而思政工作者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强化大学生对规则和法律的敬

畏意识，这是获得外界尊重的必要条件。最后，自然界也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则与规律，尊

重自然规律是人的规则意识的延伸，是维持人与自然和谐乃至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基础。破坏自然规律

的行为总是会遭人鄙视，甚至可能受到法律惩罚，因而尊重自然规律的教育是构成大学生的尊重教育

的应有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自我珍重，还是尊重他人，无论是尊重规则、法律，还是尊重自然规律，其践

行都依赖个体运用理性力量来克制自己当下的冲动、情绪与欲望，捍卫自己和他人的人性尊严，并按

照理性原则和自然法则来行事，因而思政工作者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增强大学生理性的力量，这是提升

大学生尊重意识和获取尊重能力的关键。

四、大学生对自我实现的需求及其能力培养

人本主义教育学坚持最好的教育应该是让教育者成长为他自己，“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的——人的目

的、人本主义的目的、与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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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自我实现”[8]

。人皆有自我实现的潜能，但自我实现需要社会提供支撑性条件，特别是公平的教育机会和制度环境

，也需要个人具有坚持真我的勇气，还需要个人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现实中有很多因素，如

生活的压力，社会偏见与习俗的束缚、不公平的制度、意外的打击等都可能诱惑或压制个人背离、放

弃真我，泯灭自身的创造性，最后走向复制他人生活、千人一面的道路。

为了培养大学生的自我实现能力，思政工作者首先应该引导学生自我认识、自我发现，鼓励学生勇于

坚持和发展真我。其次，思政工作者还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基本能力。比较重要

的有：其一，培养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把握时代局势和顺应时代潮流的能力。马斯洛提

出，“自我实现者对人类怀有一种很深的认同、同情和爱的感情……他们思想开阔，具有帮助全人类的

真正愿望”[9]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直接号召青年大学生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思政工作者应该引导学

生突破狭隘的自我思维模式，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需求，把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投身于

社会发展洪流，在为人类和社会作贡献过程中去实现自我。其二，培养大学生的政治、法律、道德和

心理等综合素质。良好的政治与法律素质，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关心政治，特别是关心国家大政方针、

路线和基本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其把握时代脉搏和社会需求，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前提，思政教

育当下的主要任务是从自我实现的角度调动学生提升自身政治素质和法律素质的内驱力。良好的道德

素质和心理素质对个人成长、成才和幸福也具有决定性意义。思政教育应该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加强对学生的诚信、勇敢、智慧、节制、谨慎、正直、果断等德性的培养。思政工作者还应该高度

重视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特别是要注重增强大学生抗挫折的能力，调控情绪的能力，和他人共情

的能力；引导学生热爱生活，养成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阳光开朗的性情。最后，思政工作者还应该

重视大学生科学思维方式与基本能力的培养，具体包括逻辑思维、实证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

表达沟通能力、写作能力、组织与协调能力、执行能力、创造能力等。

五、结语

以上五项能力与意识的培养可以统摄思政教育其他许多内容，思修课堂和班主任、辅导员的学生工作

应该是培养这些能力的主渠道，但也可以将之贯穿于其他思政课、乃至所有学科的教育，包括心理咨

询室、校园文化建设等广义的思政教育工作环节之中。其中，自信重在“精心养成”，自立重在“强化意

识”，爱重在“回归本质与推扩”，尊重重在“增强理性”，“自我实现”重在“激励坚持真我及综合素质与能

力的培养”。个人的心理需求具有主观性、差异性，个人自信心、自立意识、爱的能力、尊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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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的能力的养成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尤其受到原生家庭、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这一情

况增加了高校思政工作的难度。值得强调的有两点：其一，身教胜于言传，思政工作者本人的率先垂

范具有重要的感染和吸引作用。其二，人的心理世界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属于情感、价值的范畴，因

而认知教育只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和组成部分。我们要培养学生满足自身心理需求的意识、能力，

必须勇于探索和运用其他能触动学生心灵、激发学生情感的非知识讲解的思政教育方式，比如案例教

学、现场教学、模拟教学、音像教学、展示教学、体验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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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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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general demand for self-confidence, self-reliance, love, respect, and self-

actua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to meet these

psychological need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se fiv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rich

connotations, and the following basic paths for carrying out correspon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Confidence" focuses on "carefully developed", "Independence" focuses

on "strengthening consciousness", and "Love" focuses on In "Guiding Return to Essence and

Expansion", "Respect" focuses on "Enhancing Reason", and "Self Realization" focuses on "Inspiring

to adhere to the true self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nee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nk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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