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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谈心谈话对学生思想认识的影响
——以 H 大学为例

张　婷　邹蝶怡　齐欣悦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本文利用《辅导员与大学生谈心谈话调查问卷》，结合《辅导员谈心谈话访谈提纲》，对H大学进行调查，分析了其对学生人生认知、

政治认知以及道德认知的影响。研究发现：与辅导员的谈心谈话对于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充实的生活状态、明确大学目标与人生

目标有一定意义。尤其是对学生大学生活与学习方面，而涉及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方面则学生的感受却不那么深刻；辅导员较多的关

注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培养和学习目标的确立并注重了工作中的实际引导，且在端正学习态度方面，但在专业认同方面还有待提升；辅导

员谈心谈话交流在学生崇尚道德风尚、培养个人良好品质上影响较广，培养公德意识方面影响面相对较窄。并给予启示：当前与辅导员

的谈心谈话还存在提升空间，应更多关注个体差异，给予学生分阶段引导，并在此过程中，积极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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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辅导员与学生的谈心谈话可追溯到 2004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一文。该文指出，“要结合大学生实际，广泛深入开展谈心谈话活动、

有针对性地帮助大学生处理好学习成才、择业交友、健康生活等

方面的具体问题，提高思想认知和精神境界”。学者对该问题的

关注集中在谈心谈话的现状、方法、策略、问题、针对性与实效

性、工作成效部分。少数学者关注了其对思想价值观引导的作用。

对于谈心谈话对学生思想认识方面的影响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

制定辅导员谈心谈话问卷调查情况试探讨该问题，以为高校辅导

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指导。

一、研究方法

（一）调查工具

本研究特根据研究中心问题设计问卷，问卷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学生人口统计学，包括学生的性别、年级、学科大类、

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第二部分为与辅导员谈心谈

话相关内容，包括谈心谈话的频率、时长、方式、地点、内容等。

第三部分主要调查谈心谈话效果，具体包括对学生人生认知（人

生态度与价值）、学习认知（学习目标、意识、动机、专业认同）、

道德认知（社会规范、社会公德、道德风尚、个人品质）。学生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辅导员谈心谈话效果进行评价，采取李克特

氏五点量表测量（1= 不清楚、2= 无任何作用、3= 有些许作用、

4= 较有作用、5= 作用较大） ，对该三方面进行反馈。为更深入

探讨这其中的关系，研究还制定了相关的访谈提纲，以为研究提

供补充。

（二）样本特征

调查采取在线调查方式，在剔除缺失样本后，共收集了 2160

个有效样本。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年级学生比例分别为：

28.6%、 30.9％、23.1％、17.4%，二年级学生较多，四年级学生

相对来说比重较小；从学生专业背景来看，人文社科占 62.5％，

工学占 29.8%，理学占 7.7%，与学校的专业分布情况基本相当。

访谈采取线下访谈方式，在辅导员谈心谈话库里随机挑选了

16 名分别来自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学生。

（三）问卷信、效度

问卷克隆巴赫 Alpha 值为 0.937，大于 0.8， 问卷 KMO 值为 

0.916 且所有研究项对应的共同度均高于 0.4，相关因子的旋转后

累计方差解释率 74.257%，大于 50%。因子载荷系数绝对值大于 

0.4，选项和因子有对应关系。

（四）统计方法

针对辅导员谈心谈话对学生思想认识效果采取描述性统计方

法。

二、统计结果

表 1 呈现的是学生与辅导员谈心谈话后，学生对于人生认知

的统计结果。76.8% 的学生表示，在跟辅导员单次或多次谈心谈

话后，对于其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有影响。其中，34.65% 的学

生表示有些许作用，37.12% 的学生认为较有作用，认为作用较

大的学生为 5.03%。选择不清楚和无任何作用的分别为 12.42%、

10.78%。在充实的生活状态方面，最大比例（45.4%）人数选择了

与辅导员谈心谈话让他们的生活状态有了较大改变。31.16% 的学

生选择了较有作用，13.85% 的学生反馈作用较少。不清楚是否有

作用和无任何作用的学生共占比 9.59%。有明确的大学目标与人

生是大学生收获有意义大学与人生的重要保障。5.78%、16.86%

的学生并不清楚与辅导员的谈心谈话是否有助于明确其大学与人

生目标。7.29% 与 9.48% 的学生表示，他们并未感受到谈心谈话

过后，对于其大学与今后人生的规划方面有启示。但 87.93%、

73.66% 的学生表示，与辅导员的谈心谈话等交流对其明确大学学

习与生活目标、人生目标有积极意义。  

表 1 辅导员谈心谈话对学生人生认知的影响

积极人生态度 12.42% 10.78% 34.65% 37.12% 5.03%

充实的生活状态 7.35% 2.24% 13.85% 31.16% 45.40%

明确的大学目标 5.78% 7.29% 41.73% 38.53% 6.67%

明确人生目标 16.86% 9.48% 52.55% 17.49% 3.62%

表 2 呈现的是辅导员谈心谈话对于学生学习认知的影响。

79.65% 的学生认为，辅导员的谈心谈话或多或少（有些许作用

27.95%、较有作用 37.26%、作用较大 14.44%）对于明确其学习目

标有一定意义，然后存在 20.35% 的学生认为他们不清楚中间的关

系或者认为没有作用。在学习意识方面，绝大部分（41.99%）的

学生反馈，辅导员的谈心谈话对于其培养自学较有作用，其次为

有些许作用（26.85%）、不清楚是否有影响、无任何作用、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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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大的分别为 21.42%、3.74%、6.00%。对于端正学习态度上上，

选择不清楚、无任何作用、有些许作用、较有作用与作用较大的

学 生 比 重 分 别 为 12.69%、5.94%、13.36%、50.77% 与 17.24%。

60.81% 的学生的表示，与辅导员的交流或多或少的促进了他们对

专业了解与认同。但也存在 26.86% 的学生表示，不清楚其中的影

响或是认为无任何作用。

表 2  辅导员谈心谈话对学生学习认知的影响

不清楚
无任何作

用

有些许作

用

较有作

用

作用较

大

明确学习目标 16.72% 8.63% 27.95% 37.26% 14.44%

培养自学意识 21.42% 3.74% 26.85% 41.99% 6.00%

端正学习态度 12.69% 5.94% 13.36% 50.77% 17.24%

增进专业认同 26.86% 12.33% 32.29% 17.69% 10.83%

表 3 呈现的是辅导员谈心谈话对学生道德指认的影响。8.64%

的学生认为与辅导员的谈心谈话对于其了解道德规范没有任何影

响，12.31% 的学生不清楚这其中是否存在影响，13.72% 的学生认

为与辅导员的交流些许提升了他们对于道德规范的了解，22.52%

的学生认为作用较大，42.81% 的学生认为较有作用。涉及到社会

公德意识方面，14.73% 的学生不清楚这其中的关系，9.26% 的学

生回答了无任何作用，比重最大（39.46%）的学生选择了有些许

作用，对于 20.24% 的学生而言较有作用，有 16.31% 的学生反馈

认为与辅导员的谈心谈话极大地促进了其社会公德意识的培养。

在崇尚道德风尚方面，46.17% 的学生表示与辅导员的交流在启发

他们对于崇尚道德风尚品质较有作用，34.32% 的学生认为有些许

作用，18.28% 的学生反馈，作用较大。而认为无任何作用的是

2.27%，不好鉴定其中关系的占比 8.39%。52.19% 的学生认为与辅

导员的谈心谈话极大地促进了个人良好品质的培养，31.14% 的学

生认为较有作用，认为有些许作用，无任何作用与不清楚其中关

系的分别为 5.36%、4.75%、6.56% 。

表 3  辅导员谈心谈话对学生道德认知的影响

不清楚
无任何

作用

有些许

作用

较有作

用

作用较

大

了解道德规范 12.31% 8.64% 13.72% 42.81% 22.52%

培养社会公德意识 14.73% 9.26% 39.46% 20.24% 16.31%

崇尚道德风尚 8.96% 2.27% 34.32% 36.17% 18.28%

培养个人良好品质 6.56% 4.75% 5.36% 31.14% 52.19%

三、分析与讨论

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的一支专门力量，谈心谈

话是其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与方式。但从统计结果来看，

与辅导员的谈心谈话对于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充实的生活

状态、明确大学目标与人生目标有一定意义。尤其是对学生大学

生活与学习方面，这说明当前学生与辅导员的谈心谈话更关注于

当下具体实际的问题，而涉及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方面则学生

的感受却不那么深刻。如在后续访谈中，学生提到，“上大学后，

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处于迷茫期，突然从高中紧绷的生活切换到自

己支配时间较多的大学中，很不适应，但跟辅导员几次谈心谈话后，

我对于大学学习与生活有了清晰的认识。”“老师和我们谈心谈

话中，多次会让我们思考我们的人生目标，但在低年级的时候，

总认为人生目标离得太远，当大三下学期面临升学还是就业的时

候，才发现与辅导员探讨这些问题非常必要。”

大学是学生学习知识，练就本领的黄金时期。当前辅导员在

与学生谈心谈话过程中，有 81.37% 的学生认为对于其自主学习意

识有一定促进作用。79.65% 的学生认为，辅导员的谈心谈话或多

或少对于明确其学习目标有一定意义，78.81% 的学生认为端正了

他们的学习态度，60.81% 的学生表示该互动加深了专业了解与认

同。这说明，辅导员较多的关注自我学习意识的培养和学习目标

的确立，并注重了工作中的实际引导，但在专业认同方面影响面

相对而言较窄。出现该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在当前大背景下，高

校教育方式方法更注重自我探究能力、自我解决问题能力，因此，

在培养过程中，辅导员都会强调自主学习。但专业认同方面影响

不足，可能是由于辅导员专业学科背景差异，对学生所学领域了

解不透彻，不能提供全方位的专业知识解答，从而影响了谈心谈

话中学生的收获感。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在互联网

信息高度发达、多元价值观等新形势下，高校的道德教育也面临

了许多新的挑战。研究结果显示，与辅导员谈心谈话交流在崇尚

道德风尚（88.77%）、培养个人良好品质（88.69%）上影响较广，

其次是了解道德规范方面（79.05%），培养公德意识（76.01%）

方面影响面相对较窄。出现该结果的可能解释，辅导员在日常谈

心谈话中倾向于用道德榜样给学生生动教育，且更注重个人品质

培养，如诚信，勤学、朴素等。

“上大学期间，辅导员非常注重我们诚信意识的培养，还记

得我第一次考试不及格后，老师找我谈话，勉励我积极备考，诚

信考试。”“印象很深刻的是辅导员每年都会集中组织我们观看《感

动中国》节目，并和我们就微博发生的社会热议事件进行交流讨论，

引导我们向上向善，做新时代合格网民。”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人生认知还是学习认知或是道德认知，

都有相当部分学生群体认为，他们不清楚与辅导员的谈心谈话过

程是否给予他们思想成长的启发或者认为无影响。这可能是因为

这部分学生对大学学习生活乃至与教师交流本身参与度不高，也

可能是因为和辅导员交流次数较少，还可能在于学生获取信息来

源多元，且受众多因素影响，因此他们不能判断是否有影响。同

时也反映了当前与辅导员的谈心谈话还存在提升空间，如更多关

注个体差异，给予学生分阶段引导，并在此过程中，积极提升自

身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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