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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对学生成长成才的影响作用 
刘海靖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12400） 

摘要：对于职业院校辅导员来说，拥有良好的职业幸福感，不仅有助于辅导员工作的有序开展，利于职业生涯的良好规划，而
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对学生成长成才形成较为鲜明的影响。以此为背景，本文首先立足职业幸福感概念界定，对职业院校辅导员职
业幸福感高低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其次，明确梳理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对学生成长成才形成的综合影响，最终，应对
消极影响，提出增强辅导员职业幸福感推动学生成才策略：关注心理健康，以增强操守提升幸福感助力学生成长；增强师生互动，
以优化日常管理效率增强职业幸福感；优化就业规划，将职业幸福感与学生成长成才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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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与影响因素剖析 
（一）职业幸福感的概念 
职业幸福感，主要是指，不同岗位、不同职业从业者在开展相

关工作时，能够感受到相应职业可以展现自身的个体价值，满足个
体需求，从而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愉悦感的发展过程。 

对于职业院校辅导员这一职业来说，职业幸福感的滋生，主要
来源于为职业院校学生服务，发挥引导者、知心人作用的同时，形
成的职业愉悦感。职业幸福感是职业院校辅导员更好开展本职工作
的重要前提，辅导员只有保持良好的职业幸福感，才能更好地为院
校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帮助，才能为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日常管理
效果呈现、就业规划引导形成更为鲜明的保障。 

（二）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高低的影响因素 
对于职业院校辅导员来说，职业幸福感的高低，不仅会受到学

校因素的影响，比如：学校重视因素、学校薪酬因素、学校培训因
素等，而且也会受到职业院校辅导员个人因素影响，比如：个人职
业热爱因素、个人职业操守因素等。以下，本文主要对职业院校辅
导员职业幸福感高低的影响因素展开逐一说明。 

1.学校因素 
学校重视因素、学校薪酬因素、学校培训因素等学校因素，对

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高低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影响。第一，在
学校重视因素方面，职业院校是否重视辅导员群体的发展，能否为
其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在学校薪酬因素方
面，职业院校能否为广大辅导员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关系着辅
导员能否安心工作，能否对职业院校形成良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第三，在学校培训因素方面，辅导员的工作作用较为综合，关系着

学生心理健康、就业规划等诸多事宜，所以，职业院校不断强化辅
导员工作培训，同样对辅导员职业幸福感高低形成影响的重要因素
体现。 

2.个人因素 
个人职业热爱因素、个人职业操守因素等辅导员个人因素，同

样是影响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其中，在个人职业热爱因
素方面，辅导员从个人角度来说，是否热爱这一职业，成为辅导员
自身能否获得职业幸福感的关键。在个人职业操守因素方面，辅导
员在职业院校里从事辅导学生的过程中，是否坚持自己的职业操
守，同样至关重要。 

二、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对学生成长成才形成的综合影
响 

在职业院校中，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滋生，如果趋于良好，能
够对学生成长成才形成较为鲜明的积极影响，反言之，如果处于相
对缺失的发展状态，也容易给学生成长成才造成不容忽视的消极影
响，需要各大职业院校予以充分重视。 

（一）良好职业幸福感对学生成长成才形成的积极影响 
良好的职业幸福感，不仅可以让职业院校辅导员更好地开展本

职工作，为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就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对
于学生成长成才可以形成一系列趋于鲜明的积极影响，比如：发挥
知心人作用，为学生成长夯实基础；发挥引导者作用，为学生成才
营造环境等。 

1.发挥引导者作用，为学生成才营造环境 
拥有良好职业幸福感的职业院校辅导员，能够积极发挥引导者

作用，为职业院校学生更好成长营造良性环境。 
引导者作用发挥表现在：首先，在学生思想理论教育层面发挥

引导作用。辅导员需要在职业院校学生学习先进社会主义思想理论
知识同时，积极帮助学生架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思想自信，引
导学生在职业院校学习期间了解理论知识，提升思想理论水平，发
挥辅导员的引导作用，使得学生在思想理论上不断充实，成为社会
主义接班人。其次，在学生学风建设层面发挥引导作用。不同于普
通高等院校，职业院校更加注重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与增强，掌握
一门工作技能，才能更好成长成才，对于职业院校辅导员来说，在
学风建设上积极引导，让更多学生增强学习兴趣性与持续性，提升
学习积极性，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可以借助引导者作用的发挥，
帮助学生更好成长。 

2.发挥知心人作用，为学生成长夯实基础 
辅导员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引导者，还可以积极发挥出知心人

的关键作用，为职业院校学生更好成才成长夯实教导基础。 
辅导员的知心人作用可以表现在：首先，成为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路上的知心人，学生在职业院校学习期间，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具有良好职业幸福感的辅导员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保持学习心理，拥
有良好的心态，从思想健康角度发挥知心人效果。其次，成为学生
价值观引领道路上的知心人，职业院校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需要
形成良好的价值导向，比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此，具
有良好职业幸福感的辅导员可以用知心人的身份，与学生进行更多
交流，帮助学生规避不良价值导向，在“三观”上更加精益求精。 

（二）职业幸福感缺失对学生成长成才形成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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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相对缺失，不仅会对辅导员的本
职工作开展形成不利影响，而且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学生的成长成
才形成更多的消极影响，比如：学生心理健康关注不够；学生日常
管理相对疏忽；学生就业规划不太理想等。 

1.学生心理健康关注不够 
在职业院校，很多辅导员在开展本职工作时，受限于自身不太

理想的职业幸福感，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在校期间的心理
变化情况关注不多，不利于学生的成才成长。 

一方面，部分学生厌学、厌课心理得不到有效及时心理疏导。
一些辅导员对于少数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产生的厌学、厌课心理估计
不足，对于频繁出现的逃课现象也没有进行及时干预，使得一些学
生产生较为严重的网瘾，或者滋生很强的校外玩闹心理，不利于学
生成长。另一方面，部分学生人际交往、家庭生活心理问题同样没
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一些辅导员将主要精力放到了学习心理教育之
上，却相对忽视了学生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更多的内容，进而因
为职业幸福感不足，使得学生心理健康关注不理想。 

2.学生日常管理相对疏忽 
一些职业院校辅导员在开展学生日常管理时陷入管理认知误

区，他们往往认为，职业院校不同于高中、初中，对于学生的日常
管理没有必要过于严苛，进而使得学生日常管理处于相对随意化的
不良状态之下，学生旷课、旷宿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 

另外，还有一些职业院校辅导员开展学生日常管理时，对于学
生奖学金、助学金的管理也缺乏科学化发展趋势，比如：学生干部
片面操作发放流程，奖学金助学金管理不透明等，都成为学生日常
管理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学生日常管理相对疏忽影响的滋生，
往往与职业院校部分辅导员缺乏职业幸福感息息相关，正因为没有
在岗位上获得良好的幸福感，才使得他们没有十分重视学生日常管
理工作的开展，进而衍生出不同的问题。 

3.学生就业规划不太理想 
一些职业院校辅导员受限于自身不太理想的职业幸福感，对职

业院校学生的就业规划关注偏少，使得学生就业规划得不到辅导员
的良性引导，呈现出不理想的发展状态。 

部分辅导员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学生日常管理，没有对毕业年级
学生的就业规划给予更多关注，学生就业规划不太理想主要表现
在：一方面，学生对于毕业后的就业规划无法与辅导员进行更多的
沟通、交流，辅导员也没有设身处地为学生的就业方向、就业愿景、
就业方针等内容进行更多的规划建议，让部分学生对于就业前景形
成了不同程度的恐惧感、陌生感。另一方面，对于部分有创业意愿
的职业院校学生，辅导员同样也没有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
从创业前景、创业困难、创业流程等方面入手，进行知识理论、实
践操作等诸多内容的交流。 

三、应对消极影响，增强辅导员职业幸福感推动学生成才策略 
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相对缺失形成的不利影响较为

显著，必须要规避相关影响，才能为职业幸福感的获取，为学生成
才成长形成更多保障。为此，职业院校管理层、辅导员群体需要积
极应对职业幸福感缺失对学生成长成才形成的消极影响，从关注心
理健康，以增强操守提升幸福感助力学生成长；增强师生互动，以
优化日常管理效率增强职业幸福感；优化就业规划，将职业幸福感
与学生成长成才相契合等入手，不断对增强辅导员职业幸福感推动
学生成才策略进行更多的有益探索。 

（一）关注心理健康，以增强操守提升幸福感助力学生成长 
职业院校辅导员需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增强操守的方

式，提升自身的职业幸福感，进而起到助力学生成长的实施效果。 
具体措施在于，首先，职业院校辅导员需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

康，摆正工作心态，争取职业院校提供更合理薪酬、培训的同时，
强化自我职业操守，逐步提升职业幸福感，做学生的“知心人”、“引
路人”。其次，以辅导员职业幸福感提升为前提，辅导员逐步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充分利用班会课、走访谈心等多种方式为学生更好
了解自身心理健康，尤其利用一对一、面对面让学生将自己的心理
疑惑与辅导员共享，以辅导员的专业素养、人生阅历帮助学生更好

应对心理问题。 
（二）增强师生互动，以优化日常管理效率增强职业幸福感 
职业院校辅导员强化师生互动关系，着重以日常管理效率的优

化，不断增强自身的职业幸福感，进而也对学生成才成长给予更多
的举措帮助。 

具体措施在于，首先，坚持互动原则，提升学生日常管理效率，
尤其对学生旷课、旷宿现象进行严肃处理，积极整肃学生的日常行
为，让学生在职业院校生活、学习都能够在较具管理效率的环境氛
围中开展。其次，对于学生奖学金、助学金的管理进行科学化操作，
尤其对学生干部片面操作发放流程，奖学金助学金管理不透明等问
题进行针对性处理，坚持奖学金、助学金发放透明化、公平化，从
而使得学生日常管理置于较为公平的良性状态之下。 

（三）优化就业规划，将职业幸福感与学生成长成才相契合 
就业、创业规划的保障，同样至关重要。职业院校辅导员需要

不断优化就业规划，将职业幸福感与学生成长成才相契合，梳理清
楚两者的逻辑关系，更好带动学生成才成长。 

具体措施在于，首先，职业院校辅导员需要为学生的就业方向、
就业愿景、就业方针等内容进行更多规划建议，让部分学生对于就
业前景形成各自较为清晰的认识，帮助学生提升就业成功率，让学
生从学校向社会进行跨越发展时真正实现成长成才。其次，职业院
校辅导员还需要抽出一定工作时间关注学生创业事务，更好地履行
自己的岗位职责，从创业前景、创业困难、创业流程等方面入手，
向有创业意愿的学生进行知识理论、实践操作等诸多内容的传递与
共享，让相关学生能够在创业信息充足的情况下开展创业选择。 

四、结语 
职业幸福感的良好把握，不仅有助于职业院校辅导员的个人发

展，利于辅导员形成趋于优秀的工作能力，而且对学生成才成长也
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作用。对于职业院校辅导员来说，良好职
业幸福感可以对学生成长成才形成的积极影响，而一旦出现职业幸
福感缺失，则可能对学生成长成才形成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无论
是职业院校管理层，还是辅导员，都需要应对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
形成应对消极影响，增强辅导员职业幸福感推动学生成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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