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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校辅导员研究共同体的构建机制
陈佳文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高校辅导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干力量，他们兼具管理人员和教师的双重身份，从事思想政治研究是辅导员教师身份的要求，

也是学科发展的应有之义。构建辅导员研究共同体，遵循目标明确、自发和协同导向原则，以辅导员实践为中心，凝聚实践智慧，形成

研究合力，加深专业身份认同，积极作用于辅导员的合作科研，并最终促进他们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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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

实施者、指导者，承担着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

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国家出台系列文件

和政策，以推动辅导员专业化建设，实现辅导员队伍内涵式发展。

相应的，新时代关于高校辅导员的研究呈现转向微观层面、强调“以

生为本”、注重总结经验和关注自身发展的趋势。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进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我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共同体”一词也开始被大众熟知。在实际工作中，

辅导员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理应提升自身的

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把握和提炼工作规律，将丰富的

一线工作经验转化宝贵的科研成果。未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需要融合多学科视角进行协同性研究，跨机构、跨地域进行学

术交流和合作，构建多方协同研究机制，提升高校辅导员队伍

建设研究水平。

一、专业发展视角下的辅导员研究共同体

从专业发展视角下探讨辅导员的专业特征，发现他们具有专

业角色多元、身份复杂的特点。随着对辅导员职业规律认识的不

断深化，其专业内涵和维度也在不断拓展。《普通高等学校辅导

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提出，高校辅导员应承担理论和实践研究，

努力学习思政教育的基本理论和相关学科知识，参加相关学科领

域学术交流活动，参与校内外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或项目研究。

构建辅导员群体的研究共同体可以深化合作研究，成员可以

针对学生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进行研讨、辩论甚至互证。目前，

我国高校辅导员工作主要分布在各个院系，由学生工作部门统一

管理，呈现“条线型”的工作特点，他们本身并不是由相近研究

领域组织起来的，导致辅导员难以形成研究团队。因此，加强辅

导员科研工作，还必须要增强团队合作意识，建设学习型组织。

辅导员与党政干部、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合作

研究，以此帮助辅导员明确专业身份、构建协同机制、打造合作

研究共同体。

二、辅导员研究共同体的构建机制

（一）何为机制

机制一词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辅导员研究共同体的

构建机制，需要明晰辅导员专业身份，尤其是教师身份实现的相

关部门及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网络，同时要科学完善实现路

径和结构，使合作研究在执行时，多个系统能够高效运行发挥功能，

使辅导员产生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使他们的科研活动具有

专业性和协作性，从而推动队伍建设落到实处，推动辅导员队伍

专业化建设，最终有效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构建原则

1. 目标明确原则

共同体一词，指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它是共同

实践、共同利益、共同心理认同的集合体，共同体有三个基本要素：

共同参与（mutual engagement），合作事业（a jointenterprise）和

共享智库（a share repertoire）。共同体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

程之中，成员角色并非是固化的，而是动态发展的，他们可能从

边缘参与者成长为核心成员，甚至成为领导核心。从事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也是辅导员的主业主责，应明确辅导员研究共同体的目

标就是实现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合作研究。

2. 自发性原则

区别于传统的利益驱动或者行政权力驱动下的共同体，辅导

员研究共同体的目标必须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际问题。辅

导员的队伍建设要求他们与同事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在实际

工作中，他们因为繁重、千头万绪的工作往往忽视获取同伴支持，

这种个人和职业的孤立使他们深感自身专业发展困难。在共同的

研究目标指引下，辅导员个体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打破自身的

职业孤立感和同伴分离状态，培养团体归属感，自愿参与构建共

同体，打造稳定的合作关系。

3. 协同导向原则

高校辅导员研究领域的合作不足，绝大多数作者都为个体独

立研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合作群体。研究表明，无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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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还是学历结构、专业结构等方面，我国高

等学校辅导员的人员构成都体现出明显的综合性特征。这一复杂

的群体特征决定了进行科研时，必须发挥辅导员工作的协同属性，

以形成育人合力，实现资源和优势互补。为了适应辅导员工作特

性和其专业发展的需要，辅导员科研工作的协同属性必不可少，

打造以协同为导向的专业发展路径是辅导员实现自我身份构建和

专业认同的必然要求。

（三）结构和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共同体的本质内涵是人们基于相同目标和

需求而自发形成的群体组织或者功能结构。从广义角度来看，思

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教学系统、科研

系统、后勤系统、管理系统等其他系统相互之间紧密关联。思想

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

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并促使

其自主地接受这种影响，从而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

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与学生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学生工作

部门、院系，党政机关人员、专兼职辅导员、专业课教师等都可

以是思想政治研究的主体。

主体的多样性则意味着，共同体的形成也是辅导员身份协商

的过程，在个体教师身份认同的形成以及共同体发展过程中，辅

导员可以获得专业发展的机会。共同体无法脱离共同目标而存在，

辅导员他们往往有不同的专业倾向和行为方式，通过对专业身份

的不断追问，不同辅导员可以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更深层次的理

解。

研究共同体本身存在着组织结构、人员、研究内容和学术资

源等要素。共同体强调共同实践和认同，协同也构成了共同体的

关键特征，共同体中各个要素并非割裂的，它们相互影响和共同

作用于组织。在这个系统中，辅导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系统结

构的关联依赖于辅导员的工作实际。

辅导员要进行科研，首要的是要明确学科基础，划分出属于

工作要求的问题领域。同时，构建辅导员研究共同体，需具备引

导共同体发展方向，充分调动各个要素的总目标，促成他们凝聚

力的明确目标。研究共同体的目标应是激发辅导员的共同研究旨

趣、解决共同实践问题，以提升辅导员认同感、归属感和成就感。

高校应按照辅导员工作内容和板块分类，对辅导员的专业背景、

兴趣特长、研究领域等方面进行分析，注重通过目标导向的培训

吸引辅导员参与共同体建设，实现从被动到主动探究的转变。

三、结语

 “三全育人”意味着，应防止辅导员在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中

上演“独角戏”，要充分利用“三全育人”的有利环境，将班主任、

专业教师等力量组织起来，共同推动大学生成长成才。在大学生

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面，仅靠学科专家是不够的……

做好这方面的研究，离不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第一线的实际工

作者，离不开直接担负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任的辅导员。

扎实的科学研究能力是辅导员教师身份的关键，辅导员教师

身份也当然的包含科研工作要素，这是辅导员工作职责的需要，

是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

深化辅导员科研工作体制，不仅取决于上级部门的平台搭建，辅

导员的个体努力，同时也需要构建专业性的学术共同体，通过组

织力量加强辅导员科研能力。近年来，涌现出一批高校辅导员工

作室、辅导员俱乐部和辅导员协会等组织，以加强对成员的学术

指导，运用项目运行机制，促进辅导员科研能力发展。在类似的

内部组织中，成员可以依赖共同体的优势，形成优质的科研团队，

最终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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