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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史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研究

王松琴

湖州师范学院　浙江省湖州市　313000

摘　要：本研究以《心理学史》课程为实践平台载体，探索了心理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路径与方法。研究选取 44 名

应用心理学（师范）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通过为期 16 周的教学实践，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显隐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

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结果显示，学生在科学精神、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p<0.05）。

这不仅验证了心理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可行性，更为推进新文科背景下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协同育人提供了可供借鉴

的实践方案。

关键词：课程思政；心理学史；教学实践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 " 立德树人 " 根本任务的指引下，课

程思政建设已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心理学作

为研究人类心理与行为的科学，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尤其是《心理学史》课程。学习心理学史，有助于学

生掌握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增强研习分支心理学的

理论深度，提高研习心理学的理论思维能力（杨鑫辉 ,2003）
[1]，是连接专业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桥梁 ( 卢锴锋

等 ,2020)[2]。同时，心理学史作为对心理学学科形成与发展

的历史记录及其研究，不只是一部心理学的学科史，也是人

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特殊意义。然而，由于对

历史与理论研究存有偏见，心理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在我国大

学心理学系长期不受重视，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心理学史的

教学和研究意义并未得到正常发挥，导致学生的理论素养和

批判性、历史性思维的能力受到影响（叶浩生 , 杨莉萍 ,2021) 
[3]。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心理学史》的课程特色，深入挖

掘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独特价值，通过系统的教学改革

与实证研究，探索如何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

统一。

1 《心理学史》课程思政教学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

对湖州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应用心理学（师范）专业的

大一新生进行一个学期的心理学史课程思政教学，共 44 名

学生（女生 34 人，男生 10 人），平均年龄 18.66 ± 0.95 岁。

1.2 研究方案

遵循“目标引领→内容挖掘→方法创新→评价完善”

的设计理念，本次教学改革主要包括下面内容：

1.2.1 思政教学目标优化

结合课程思政的教育目标，在课程原有的知识、能力

和价值观目标的基础上，对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进行了优化，

详见表 1.

表 1  心理学史的教学目标对比

原有目标 优化后的思政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心理学发展的系
统性历史知识。

侧重历史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辩证建构，
培养科学精神和求真意识。

能力目标 运用历史思维解决心
理学现实问题。

侧重学科方法论的迁移，掌握科学思维
范式，培养学科批判力，树立职业伦理

和道德。

价值观目标 形成科学历史观，培
养家国情怀。

侧重情感 - 信念的阶梯式内化，依据“情
感激发 - 价值认同 - 信念固化”进行价
值观引领，增强文化自信和家国认同。

1.2.2 课程思政内容挖掘

在教学内容上，采用“双向挖掘”的策略，既从西方

心理学史中提炼思政元素，又对中国心理学思想中的思政案

例进行系统补充。对于西方心理学史，重点挖掘科学精神、

人文关怀和伦理思考等思政元素，如冯特建立实验心理学的

开创精神、弗洛伊德对人类潜意识的探索勇气、马斯洛对人

本价值的追求等。对于中国心理学思想，则着重提炼其中的

哲学智慧、道德观念和家国情怀，如孔子的 " 仁者爱人 " 思

想、荀子的 " 化性起伪 " 理论、王阳明的 " 知行合一 " 主张

等。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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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西心理学史的思政元素举例及思政目标

思政元素举例 思政目标

中国心理学
史

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心理学思想 培养文化自信，提倡教育公平

孟子“恻隐之心”的心理学思想 培养“仁爱”精神，进行价值观塑造

《黄帝内经》“形神统一”的整体观 强调中医心理学的价值，增强民族自豪感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践心理学思想 强调实践育人，倡导扎实学风

梁启超《新民说》与国民心理改造 树立公民意识，培养批判思维

蔡元培引进实验心理学与本土化探索 鼓励开放包容，培养创新思维

陈鹤琴的儿童心理学研究与教育实践 强调教育报国，培养实践精神

潘菽建立中国心理学史学科 倡导学术自立，弘扬文化自信

西方心理学
史

韦伯 - 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理论 培养科学精神，形成严谨的治学态度

冯特创立实验心理学 培养创新精神，鼓励积极探索

华生的恐惧形成实验 强调实验伦理

班杜拉的波波玩偶实验 强调社会榜样，倡导正向价值观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培养集体主义价值观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 强化学术诚信，倡导人道主义精神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强调社会责任感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培养批判思考，形成科学思维

1.2.3 思政教学方法创新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显隐结合的混合

教学模式，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理论实践结合的方式，实现

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使心理学史的教学不仅传授知识，更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和责任感。

线下线上结合主要体现在上课前、课堂上和下课后三

个阶段。上课前，教师会在对分易平台发布学习资料，同时

引导学生自行前往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以此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并为课堂分享做好准备。课堂上，学生首先进

行 5 分钟的分享，内容围绕他们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所发现的

课程思政元素展开；随后，教师通过讲解讨论、案例分析等

方式，深入剖析心理学史的重要事件、人物和理论，引导学

生共同挖掘其中隐含的思政内容。下课后，教师继续在对分

易平台上布置作业和拓展任务，鼓励学生进一步思考所学内

容中所包含的思政内容，巩固学习成果并拓展知识边界。

同时，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贯穿显隐结合的教学模

式，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之中 ( 时延春 , 赵

丽星 ,2021)[4]。显性教学是指教师直接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

内容和教学活动中，使学生能够明确感受到思政教育的存

在。例如，在讲解心理学史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时，教师会直

接指出这些人物和事件所体现的思政价值，让学生在学习专

业知识的同时，清晰地感受到思政教育的意义和价值。隐性

教学则是通过情境创设、案例引导、互动体验等方式，潜移

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在讲解“行为主义与

精神分析”的争论时，组织学生进行一场模拟十九世纪二十

年代的心理学大辩论，一组扮演华生（行为主义），另一组

扮演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让他们基于当时的科学背景和

社会思潮展开辩论。这不仅能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还能

让他们在思维碰撞中体会科学争论的精神，培养批判思维和

科学精神。

1.2.4 思政教学效果评价

在教学评价方面，构建了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

结合、定量评估与定性分析相补充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在传

统的知识考核基础上，增加了思政教学效果专项评价，重点

关注学生对课堂思政内容的了解情况以及思政元素的体现

方式等。通过线上学习数据、线下课堂表现以及期末综合考

核等多维度指标，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估，尤其是对思政教学

效果的评估。

2 课程思政教学的效果评价

本研究在开课前和课程结束后分别询问了如下问题：

你了解课程思政吗？你认为《心理学史》这门课程含有思政

元素吗？你认为《心理学史》的课程思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

面？结果发现，学生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对这门课程是

否含有思政元素的认知程度、以及课程思政元素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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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开课前后有显著提升，且差异显著。详见表 1。

表 1  课程思政教学的效果评价

开课前 结课后 t 值 p

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 3.34±0.81 4.23±0.61 11.94*** <0.001

《心理学史》是否有思政元素 3.55±0.85 4.39±0.49 7.82*** <0.001

《心理学史》课程思政元素
主要体现在：

专业知识和理论 0.61±0.49 0.98±0.15 4.96*** <0.001

专业技能 0.36±0.49 0.57±0.50 3.33** <0.01

科学精神 0.39±0.85 0.70±0.46 4.48*** <0.001

社会责任感 0.57±0.50 0.70±0.46 2.61* <0.05

民族自豪感 0.48±0.46 0.64±0.49 2.85* <0.05

人文素养 0.61±0.46 0.70±0.46 1.00 >0.05

职业道德 0.48±0.51 0.57±0.50 2.07* <0.05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此外，学生认为《心理学史》的课程思政元素不仅限

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其价值观、专业

认同与思维能力等方面。比如有学生讲“我要学习冯特的勤

奋精神，努力追求卓越，完成自我实现”、“通过班杜拉的

波波玩偶实验，体会到榜样选择的重要性，让我对欺凌现象

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华生的争议事件中，师德是必须坚

守的底线，不能触碰”、“通过分析各流派的观点、争论等，

能够锻炼批判性思维与逻辑思维能力”、“借鉴过往的研究

成果与经验，能更好地将心理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工作

中的相关领域，用于指导实践应用”等。

3 讨论

本研究以湖州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应用心理学（师范）

专业的大一新生为研究对象，针对心理学史课程思政教育目

标不够明确、内容融合不够深入等问题，通过系统化的思政

教学改革设计，在课程教学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旨在强化

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提升其未来从教所需的职业素养，并

培养其服务教育事业的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通过一学期的

思政教学实践，结果发现学生在课程思政认知层面有显著提

升，如在专业知识掌握方面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科学

精神培养方面展现出更强的批判思维意识，在社会责任感方

面体现出更深刻的价值认同等。这表明，在心理学史课程中

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学生的整体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效果明显，可能与以下因素

有关：第一，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课

堂的时空限制，通过整合数字化教育资源与实体课堂的优

势，构建了立体化的学习环境，这不仅拓展了教学资源的获

取渠道，还能够通过多元互动机制有效提升学生的积极性与

参与度。第二，采用案例引导、主题讨论、情境创设等显隐

结合的教学方法，将思政教育自然融入教学过程，实现了思

政教育从单向灌输到深度浸润的转变，使思政教育真正入脑

入心，实现专业知识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本研究认为心理学史的课程思政教学可从以下方面入

手：第一，强化我国心理学内容，挖掘思政育人价值。心理

学史应该注重融入我国心理学的历史传统与思想精髓，在课

程体现中系统树立我国心理学的发展脉络，提炼其中的思政

元素，这既能促进本土心理学的传承与创新，又能增强学生

的文化自信与家国认同。第二，以学科代表人物为载体，深

化思政教育内涵。本研究发现，学生对心理学家的生平事迹

反响强烈，这表明人物案例教学具有显著的思政育人效果。

教师可结合心理学史中的代表性学者，可从学术精神与人格

品质的融合、学术伦理与社会责任的探讨等方面入手，比如

通过介绍心理学家的治学经历，培养学生创新求真的科研态

度、严谨踏实的学术作风等。第三，优化思政教学评估方式，

提升数据收集效率。可结合开放性问题与量化指标，实现教

学效果的科学评估，为持续改进提供依据。总之，心理学史

的思政建设应立足学科特色，通过内容重构、方法创新和科

学评估，构建知识学习与价值内化的统一体系。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由于《心理学史》课

程目前仅面向应用心理学（师范）专业开设，且该专业每年

仅招收一个班级，导致研究无法设置平行对照组。这一局限

性可能影响教学效果评估的客观性，后续可考虑与其它高校

同专业联合构建跨校对照组，或者将同一班级分为实验组 /

对照组进行分段教学比较。其次，本研究主要采用课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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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讨论、案例分析等方式进行思政教学，未来可进一步结合

实践调研、学术辩论、角色扮演、视频科普等形式，深化课

程思政的育人效果，使学生在掌握学科发展脉络的同时，培

养社会责任、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真正实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力行”的教育目标。最后，本研究仅通过问

卷对思政教学效果进行了评估，没有涵盖教学的其它效果维

度，未来可采用具有有较高信效度的问卷进行定量评估，同

时结合小组讨论、个人访谈等定性方法，深入探究课程思政

的融入程度，从而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际成效进行全方

位评价。

4 结语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背

景下，课程思政建设已成为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路

径。本研究以《心理学史》课程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心理

学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合机制。实证研究表

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在提升学生专业素养的同时，显著增

强了其历史思维能力、社会责任意识和文化自信等思想政治

素质。本研究构建的“专业 - 思政”融合教学模式，为心

理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对

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家国情怀的新时代心理学人才具有重

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示范意义。基于研究发现，建议未

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可以扩大样本的覆盖范

围，增强研究的代表性；二是结合量化数据与质性分析，构

建全面的、科学的多维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三是可以将

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于心理学其他核心课程的思政教学改革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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