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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important rol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literacy cultivation , active psychology literacy courses are developed, 
and a series of activities , such as “Thanksgiving education” PPT speech competition , “establish virtue, establish innovation, aspire 
to, establish a career” class lecture, reading practice activities , behavior code cultivation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held.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application of active psychology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literacy , exploring the important applic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elements, including student literacy ,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 active learning and team cooperation consciousness, 
in student cultiv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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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积极心理学的高职素养教育研究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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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体现积极心理学在素养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开发了积极心理学素养课程，举办了“感恩教育”PPT 演讲比赛、“立德，立新，
立志，立业”四立教育课堂讲座、读书练字活动、大学生行为规范养成教育等一系列活动。论文重点研究了积极心理学在培
育学生素养方面的重要应用，探索学生素养，创新意识，主动学习，团队合作意识等人才培养要素在学生培育工程中的重要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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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

有同等重要地位，没有职业教育就没有现代化，这就指明了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方案还提出，到 2022 年，职业院校教学

条件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由此可见，

高职教育更普遍更重要，而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已是当代社

会良性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所以，提升高职生的积

极心理是高职教育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心理

学的高职素养教育刻不容缓。

2 研究背景

高职学生的素养（技能素养、人文素养、职业素养等）

是目前不少职业院校正在探索和实践的人才培养目标，积极

心理是培养素养教育不可或缺的因素 [1]。当前，心理健康教

育相关培训课程已在高职院校中广泛开展和普及。面对目前

90 末期及 00 后高职在校生，由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同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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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意志力不强、

学习动力缺乏，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等，造成素养教育的培

养塑造困难重重……结合当前高职院校情况，经研究发现高

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差异比较明显 [2]。

关于积极心理学的解释，积极心理学是研究人类积极的

人格品质，充分的挖掘出人类一些自身的，潜在性的、建设

性的力量，不仅可以促进人类的健康成长，而且可以促进社

会的发展，从而促进人类的健康成长。结合当前高职院校学

生的现状，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和改善的重要性尤为凸显。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积极心理学教育应该融入高

职学生的素养教育中 [3,4]。

3 改变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现状的条件
3.1 思想观念的转变

随着近年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学生们普遍认为，进高

职院校就是为了学技术、会技能、学操作，极少人意识到积

极的心理对于学业的成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5]。目前，社会

对高职毕业生的要求更高，合格的高职人才除了具备扎实的

专业技术技能外，还要有积极的心理才能更好地在社会立足。

调查研究发现近年来与技术才能相比，企业更关注员工的心

理品质。因为在实际的生活交往中，常常遇到一些不如人意

的事，如果这些小事处理不好，这很影响我们正常的人际交往，

进而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而研究发现拥有积极的心

理品质的人会用积极的心理处理生活中常遇见的这种小事，

进而得到更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有利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对于高职院校的部分学生来说，如何调节自己的积极心态来

面对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显得颇为重要，因此高职院校中培养

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是必要和必须进行的。

3.2 充分认识和了解学生

高职学生相对其他本科院校学生的学生而言，学习基础

较为薄弱，偏科现象尤其突出。通过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大部

分同学小学成绩还可以，从初中开始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

导致情商和智商没有协调发展，在行为、思维等多方面受到

制约，学习成绩开始不太理想，但他们中有的当过班长，有

的学过某些特长（绘画、书法、棋类、舞蹈等），还有的同

学参过军……高职生的差异性非常明显，因此这就需要我们

充分认识和了解每个学生的学情，不否定每一个同学。不以

单纯的学习成绩评定每个同学，这就要求我们要多方面多维

度的来评价每个同学。

3.3 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每个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不同，有的同学擅长人际交往；

有的同学动手能力比较强；还有的同学逻辑思维能力占优

势……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同学。我们要结合每个学生的个

人特长、爱好、兴趣等为学生提供施展个人潜能的舞台，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升高职生的自我效能感 [6]。

4 积极心理学的高职素养培育实施方案

为体现积极心理学在素养培育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通过

开发积极心理学素养课程、“感恩教育”PPT 演讲比赛、举办“立

德，立新，立志，立业”立教育课堂讲座、读书练字活动、

大学生行为规范养成教育等一系列活动让积极心理在素养培

育工程中发挥作用。重点研究了积极心理学在培育学生素养

方面的重要应用，探索学生素养、创新意识、主动学习、团

队合作意识等人才培养要素在学生培育工程中的重要应用。

4.1 明确教学目标，采用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方式，

开发积极心理学素养课程

我们通过开发《积极心理学》课程标准、课程教学设计

方案、教学实施方案、教学任务书等一系列教学材料来学习

积极心理学素养课程。学校开设积极心理学课程，通过《积

极心理学》课程的学习，把我们通常说的心理问题模式转化

为心理发展模式，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习惯，使学生正确认

识自己、接纳自己并掌握一定的培养自尊、自信、自主、自

觉的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心理状态表达能力及情绪状态的

调节能力。

积极心理学通过研究，发现在人类身上存在六大类美德

共 24 种品格优势。与天赋相比，品格优势更多是后天养成的，

这些优势的形成需要学习和意志力。

通过积极心理学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模式，

使学生自我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促成学生自主、自觉意识和

自信能力的提升以及健全人格的塑造；培养学生以积极、乐

观的生活态度面对人生、社会遇到的一些琐事、烦心事；培

养学生具备一定的意志力、抗逆力和自我把控能力；并使之

初步具备走向工作岗位后的基本职业素养和人格素养。

4.2 合理选取教学项目，增强高职生的自我效能感

合适教学项目的选取，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

发学生的自信心与主观能动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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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重视使用自己的优势，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实现目标。

一方面，我们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要注意与学生的生活实际

相结合，让学生学以致用。另一方面，我们选取的内容要从

学生的兴趣点出发，让学生真正的自己愿意学，不是被逼着学。

另外，教师应该结合学生实际丰富教学内容，如读书练

字、三分钟演讲等这些贴合学生实际教学内容的选取很容易

使学生在学习中体会到成就感，进而使学生产生积极的自我

评价。优势会越用越强，经常使用优势会让自己体验更多的

积极情绪，进而提升高职生的自信，提高其抗挫折能力，增

强适应社会的能力，更有自我效能感和价值感。

4.3 开展“四立”教育讲座，调动高职生的兴趣和热情

“四立”首立德，德需厚，融我院“厚实融通”之校训，

通我校精益求精之工匠精神；次立志，志在高，胸怀鸿鹄之志，

做志存高远之人；再立新，新贵变，思变则有新，以新为本，

可破万难之困；终立业，业以恒，做学合一、持之以恒终成

立业之事。通过开设“立德，立新，立志，立业”四立教育

课堂讲座，唤醒高职大学生的内在主动性，激发学生的潜能。

促进高职大学生成长就要唤醒他们的内在主动性，只有这样，

才能培养他们独立解决问题意识，维护与促进学生的独立品

质，才能够把学习真正还给学生，把讲授降到最低程度而达

到最好的教学效果。“四立”精神的实现依赖教育教学的全

过程，结合当前人才培养工作，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院

将以“德育与课堂合一”“知识与技能融通”“学业与职业

衔接”“就业与创业并行”的原则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强化德育过程，注重技术传创，提升教学品质，对学生的未

来负责。在此基础上，定期邀请取得一定成就的往届毕业来

我院同在校生座谈，让高职生认识到在校期间的素养养成对

今后工作和生活影响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

热情。

4.4 多种教学工具的综合应用，提升高职生心理教学

效果

电子产品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像吃饭喝水一样不可缺少，

以致越来越多的学生天天沉溺于玩手机而忽略了学习。如何

通过教学引导让手机、网络成为学习的一种工具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一个难题。我们可以通过教学引导，让手机和网络成

为我们的教学工具，通过布置开放性作业，如开展“父母供

我上大学，我上大学干什么”“感恩父母”PPT 演讲比赛等活动，

让学生利用假期期间与父母点滴相处沟通交流中收集资料，

制作成不同形式的 PPT 课件，通过介绍父母亲人的职业工作，

展示家庭的经济收入，以及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花费支出，以

图片、表格、动画和写实等形式，直观地展示了上大学的不

易和父母为之付出的艰辛。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一句句叮

咛离家语，一件件厚厚御寒衣，一张张汇款截屏图……，这

些情真意切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场景再现，让同学们再次感

受到父母恩，提醒同学们常怀感恩心、报道养育情的深刻意义，

勉励同学们通过比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激发积极的进取心，

对父母报恩，对家庭负责，做一名阳光向上、施恩善报的新

时代大学生。这些作业让同学们借助手机和网络来完成，不

仅可以抢占时间，而且锻炼了同学们的电脑水平，进而引导

学生形成正确的工具观，增强心理健康的教学效果。

4.5 综合考核体系的完善，提升高职生的三大素养

通过完善各种考核方式，加强对在校高职生行为习惯的

塑造，促进他们的行为习惯转变，最终达到提高适应能力的

目的。根据目前高职生的特点，培养他们养成良好习惯，注

重考核方式的多样性，如出勤可以占据成绩一定的比例，以

督促学生按时上课。考核也可以结合学生特长，给他们发挥

特长的机会，以弥补笔试或其他方面的不足，如有的同学语

言表达能力不强，但是动手操作能力比较强，我们可以以实

际操作取代笔试，强化学生培养优势能力的意识，采用多种

考核方式即采用多种考核方式，以达到提升高职生的职业素

养、技能素养、人文素养的目的。其中，论文研究路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论文研究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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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积极心理学

对人发展的重要作用。争取通过积极心理学的高职素养培育

实施方案，使学生具备一定的从“积极心理学”角度的生活

审美能力和认知能力，在人生历程中，发现美和善，从而建

立起更加完善的人格，促进高职生人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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