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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指的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贯通于一切的基础课程和专业类课程之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全新的形式，并且在高校

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本文以心理学专业基础课《普通心理学》为例，剖析《普通心理学》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的必要性，并挖掘《普

通心理学》课程的思政元素，探究开展课程思政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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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各大高校开设的所有基

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和实践

的每个环节，其内涵在于课程教育和思想教育、价值引导的融合

142。《普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

课程，和课程思政都起到了奠基作用。那么课程思政作为新的教

学方式，高校教师应如何挖掘《普通心理学》课程中蕴藏的思政

元素？怎样才能使思政教育与《普通心理学》课程深度融合并有

机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因此，本文

以《普通心理学》课程为例，探究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开展课程

思政，力图对课程思政的施行提供一些建议。

一、《普通心理学》融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一）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分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课程思政坚持“三全育人”是对高校

实现立德树人的具体要求，也是高校开设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

育课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106。因此，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是

贯彻党中央关于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课

程思政作为新时代一种新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使学生不

断地内化自身、提升自己。因此，高校开设相关课程时，应该意

识到课程本身需肩负起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双重作用，课程的

开设既要贯彻落实育人的重要理念，同时也要推动学生全面健康

的发展。

（二）《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思政元素分析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心理活动与行为的一门科学，开设《普通

心理学》的目标在于通过这门心理学基础专业课程的学习，可协

助学生更好地了解现实生活中各种心理和行为的产生，并应用心

理学知识解释现实生活的现象与问题。例如，学生可根据弗洛伊

德提出的“自我、本我、超我”的观点，理解自己在不同情况下

所产生的不同的情绪及情感。在老师的正确引导之下，学生还能

够利用《普通心理学》相关知识（如感知觉、内隐或外显记忆等）

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愈发热爱自己的祖国，培育并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做到自尊自爱、自信自强。故此，

在讲授心理学专业理论、专业知识的时候，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

其中，将专业学习和价值引领、人格塑造有机结合，培养高素质

人才。

（三）《普通心理学》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的必要性分析

课程思政“是从课程角度对大学哲学意蕴和价值取向的回

应，是对高等教育所应秉承的教育观念和应倡导的意识形态的呼

吁”41，更是一种将知识育人和立德树人相结合的育人理念，高

校是育人的重要场所，其肩负着培育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的使命。

《普通心理学》的学习过程不仅是对心理学知识的一个初步了解

和掌握过程，更是一个学生对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不断了解的过程，这就使得《普通心理学》的教学与思政教

育的融合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我们需意识到每一位站

在讲台上的高校教师都是造就大学生形成正确三观的主力军，学

生只有具有了正确的三观和信念，才真正能够做到学以致用，在

面对各种诱惑时具有抵御的能力，为国家及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各大高校作为培育优异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主要阵地，

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必须打牢根基，树立“全方位、全课程”

的思政观，真正把“思政寓于课程，让课程承载思政”的理念落

到实处。

二、《普通心理学》课程思政路径探索

（一）教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注重言传身教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意见》提出要“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4。教师是课程思政的设

计者和实施者。首先，高校教师需在授课时具备课程思政的意识，

并努力提升思政教育的能力。教师可以通过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

来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也可以通过主题教育、专题学习、

课程观摩、教学研讨等多样化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能

力。其次，教师还应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要“树

人德”必先“立己德”，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到学生。由此，教师应在不断提升自身思想政治教育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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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注重言传身教。

（二）挖掘《普通心理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采用合适的

教学方法

目前，在开设《普通心理学》课程的高校中，课程教授过程

中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方法

缺乏多元化，不能有效地提升教学效果；学生以被动接受为主，

传统课堂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学科最新动态没有很好地融入知

识体系中 10。为应对已存在的问题，在《普通心理学》课程的备

课和教学之中，要主动融入课程思政，依据课程思政的设计原则，

充分挖掘《普通心理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通过恰当的教学

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专业知识的学习中。

按照国内《普通心理学》教材的章节架构，我们对其蕴含的思政

元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提炼，并设计了相应的教学方法，具体

如表 1 所示。

（三）关于高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首先，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成功融入《普通心理学》课

程要以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为基础、以高质量的教学内容为前提、

以高创新的教学方法为保障，对课程设计不断探索和完善。将课

程思政与《普通心理学》课程相结合，高校心理教师既要懂心理

学专业知识，又要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还需将二者有机结合。

教师可以重点从引导大学生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及方法等剖析处

理问题入手，持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课程育人与实

践育人相结合，加强学生的思政觉悟，最终实现培养目标。

其次，注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普通心理学》课程中的核

心育人作用。需要高校教师不断探索与学习，将中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精髓引入《普通心理学》的课堂教学之中。使得大学生们从

内心深处充满文化自信，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发扬光大。例如，

在讲授“学习”和“意志”这些章节的时候，通过讲述好人雷锋、

抗疫英雄张定宇等优秀人物的事迹，并挖掘他们的乐观、奉献等

积极心理品质，鼓励学生自觉地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和思想境界。

教师还可引导学生既关注自己又关注集体，只有将自己的理想、

奋斗目标融入国家、社会层面，才能够真正实现自我价值，体现

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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