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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积极心理学方法原理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设创新,需要整合话语内容激发官兵

内在需求、创新话语方式促进官兵快乐学习、改善话语语境提高官兵获得感,推动官兵运用积极正向资

源增进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并转化为知信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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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话语体系建设,

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研究转化为

新时代青年官兵内在需要和自觉意识的

重要内容。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话语

体系面临话语内容虚化、话语方式僵化、

话语权力弱化等挑战。积极心理学强调

人的优点和价值,致力于人潜能开发和

生活理想的价值追求,对于切实发挥思

想政治教育的巨大作用、强化思想政治

教育在新时代青年官兵价值观培育中落

地生根具有启示意义。 

1 整合话语内容激发官兵内在

需求 

一是紧扣话语内容的核心体系,抓

住官兵兴奋点感染感动官兵。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基本原理精粹、新时

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方法

和语言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核心理

论层,具有坚不可摧的稳定性和真理

性。话语内容紧扣核心理论核心内容、

抓住问题的精髓本质,与青年官兵积极

进取、拼搏向上的人格力量深度融合,

运用话语内容的积极力量促进官兵人

格力量的升华,转化为促进个体积极成

长的无形力量,引导官兵真正做到知信

行合一。 

二是建立话语内容的问题意识,正

视官兵热点疑点激发激励官兵。理论联

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

解决实践问题和完成实践对理论发展的

诉求。从积极心理学视角看,思想政治教

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把官兵无序混沌

的积极力量激发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

的困惑、疑虑。话语内容应自觉正视和

关注青年官兵热点问题和思想疑点问题,

在话语内容设置中有意识的引导官兵运

用马克思经典理论、方法解决现实问题,

使青年官兵自身发展的强烈需要与强国

强军梦想同频共振,促进积极力量稳固

形成积极人格。 

三是体现话语内容的时代特征,找

准官兵契合点感召感化官兵。时代感召

性,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 的 实际

的呼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责任就在于

回答时代课题。从维果茨基教学理论看,

思想政治教育应着眼于官兵的发展现

状。官兵所关注的时代热点问题,是其思

想发展变化的现实表现和内心价值取向,

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契机。话语体系内

容建设应呼应时代特征为官兵提供带有

难度的内容,发挥其潜能、调动其积极性,

不断增进官兵的政治理论认同和思想情

感认同。 

2 创新话语方式促进官兵快乐

学习 

一是挖掘官兵潜能发挥意识创新,

培养官兵积极 度。 度决定高度。思

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人,关键在于培养

官兵积极向上的力量。弗洛伊德指出认

同是个体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

同过程。只有情感 度层面认同,才会通

过调整自身的价值结构认同话语体系,

以规范自己言行。综合采用潜科学教学

法、内容不完全教学法和社会探究法,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设定官兵可自我掌控

的挑战性任务,多地点、多指向、多角度

的启发官兵、发挥其创新意识,激发官兵

内在动机、激活其潜能,在积极情感认同

中升华理论认知。 

二是推动沉浸体验促进意义构建,

增加官兵积极情绪。在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中,情感表达影响话语传递的效果。情

绪扩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推动个体

积极思考诸多行动的可能,增进个体构

建持久的身体、心理和社会资源,为个体

带来间接长远的收益。在思想政治教育

中营造轻松和谐的话语氛围,尊重官兵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情绪体验。立足于青

年官兵身心发展特点,创设沉浸体验情

境在赏识教育中引导官兵关注自身优

势、美德等积极品质,在积极情绪体验中

自觉内化核心价值体系,实现铸魂育人

的目的。 

三是倡导快乐学习注重情感转化,

开发官兵积极道德。积极心理学认为每

一个人都有积极追求道德原则规范所认

定的各种向善品质。思想政治教育事实

上是不断发现教育主体的本质、价值和

尊严,确立统一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规

范的过程。为此,尊重每一名官兵的内在

需求,在快乐学习氛围中真切感受生活

和生命的意义,强化情感认知引导官兵

无形之中构建正确的生活理念,自觉按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8 

Education Research 

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生活；在满足官兵道

德需要中重增进道德判断力,用与道德

价值观相对立的道德认知引起官兵认知

失调,促成错误价值观矫正。 

3 改善话语语境提高官兵获

得感 

一是营造优良社会支持系统,加强

官兵人文关 。积极心理学强调环境建

设的重要性,优良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

有效的影响人的积极情绪和行为、推动

个体发挥潜能和创造力,促进人向上向

善发展。在话语体系建设中,应树立“服

务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尊重

每一名官兵的内在需求,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贴近个人提供差异化的指导和帮

助,让官兵充分感受到人文关 、让官兵

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实存在并

得到切实支持和积极反馈,进而激发其

感恩意识获得对他人和集体的义务感。 

二是鼓励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推动

官兵知行统一。行为是人们内在观念外

化的结果,是人们根据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对特定情境的选择结果。官兵在

话语体系实践中,因为某行为获得满意

的结果会增加该反应出现的概率。改善

话语语境需要结合军事生活设定一定的

载体,使官兵能亲身参与并体验感知话

语体系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满意结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保持与官兵思想

动 的常 化跟踪、及时因势利导,帮助

官兵实现个体价值带来更多积极情绪体

验,引导其转化提升理论修养水平、提高

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动力。 

三是多点渗透拓展话语平台,优化

官兵网络阵地。新媒体时代,“知识在网

络上、思想在博客上、朋友在微信上、

感情在QQ上”的特征日益明显。话语的

表达离不开个人所处的环境,新媒体也

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影响者和推动者。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设要适应官兵网

络化生存的新常 、参与进官兵现实生

活场域,树立阵地意识掌握网络教育主

动权。不断拓宽平台,线上线下共同发力

宣导积极力量形成正向社会舆论。同时

顺应时代潮流让官兵主动接受媒体积极

情感熏陶,让新媒体成为推进和践行社

会主义话语体系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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