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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定位困境与转换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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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医药学院第一临床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0）

摘要：辅导员是高校思政工作和学生管理的骨干力量，是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大学生在校园里关

系最为紧密的人。辅导员工作是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很多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定位被模糊，学生工作渐渐走向“保

姆式”的服务模式，老师和学生都深受困扰。辅导员工作要走出

困境，从“保姆式”的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向 “导师型”“人

格魅力型”“专家型”辅导员转换，与学生构建和谐稳定的新型

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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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卫视一档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上，武汉汉口学院一名

帅气的男辅导员老师伴着音乐闪亮登场，节目中他讲道：自己是

一名高校辅导员，工作太忙、交友圈窄、收入不高，“保姆式”

的工作让他几乎没有私人时间，才促使他上节目找对象，顿时引

起场上一片哗然。后来有记者专门找到这位老师，他向记者描述

了高校辅导员的工作状态：“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两眼一闭，

提高警惕。”他认为，辅导员工作量大，“从入学教育到就业指导，

从内务整顿到学风建设，从心理干预到素质培养，从奖助学金评

选到党团培养发展，从校园活动指导到科研竞赛辅导，没有一项

工作不是复杂的，并且辅导员的工作还远远不止列出的这些。”“高

校辅导员”这一工作角色及其工作状态，一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

热议。

2017 年 10 月，教育部第 43 号令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辅导

员队伍建设规定》，文件中对辅导员的职业定义与角色定位进行

了明确：“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

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

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

的知心朋友。”教育部前部长陈宝生也曾对“辅导员”这一角色

进行了通俗易懂的阐释：“辅导员的‘辅’是主辅结合，要做高

校党委的辅助者，教师教学的辅助者，学生学习的辅助者，同时

辅导员也是思政工作的主攻手，学生管理的主导者，学生成长的

主心骨；而‘导’则涵盖六大方面：政治领导，思想引导，情感

疏导，学习辅导，行为教导，就业指导，就是要引导学生正确处

理各种关系：‘员’则代表岗位身份，辅导员是组织中的一员，

是生活在学生中的一员，是老师中的一员，辅导员要做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施工员、伟大事业的质检员、伟大斗争的战斗员、

伟大梦想的服务员”。这些定义，无一不在强调说明辅导员角色

的重要性，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和落实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核心

角色，在高校思政育人领域和学生健康成长中肩负着神圣使命，

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中责任重大。

《规定》中也对辅导员的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即：思想理

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党团和班级建设、学风建设、学生日常事务

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校园危机事件

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硏究九大方面，可

以说，九大职责是辅导员日常工作的高度概括，涵盖了学生在学

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学生在学校的大部分事情都与辅导员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大部分事情也都绕不开辅导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辅导员角色定位上逐渐模糊，很多高校辅导员渐渐走向“保姆式”

的服务模式，工作由此产生重重困境。

一、 “保姆式”角色特征明显，主要体现在：

（一）工作时间无边

专任教师相比专职辅导员，除了备课上课、科研任务之外，

自由时间相对较多，而专职辅导员除了工作日需要上班坐班外，

下班后仍要随时待命，承担的安全责任要求辅导员手机必须 24 小

时保持开机，以便随时接受各部门临时下达的任务和处理学生各

类突发事件。再加上还要利用学生休息时间走访宿舍，周末参加

学生组织的文体活动，寒暑假带领学生做社会实践，参加志愿服务，

实际用于工作的时间是远超出专任教师工作时间的。

（二）工作内容无界

基于辅导员的九大工作职责，在实际工作中，辅导员等同于 

“万金油”，工作内容琐碎繁杂。学生在校期间从学业成绩到身

心健康，从人际关系到社团活动，从职业规划到评优评先，从社

会实践到比赛指导，管理的空间从教室、寝室、实验室到食堂、

球场甚至校外等等，凡是和学生有关，事事无巨细，所有人首先

想到的就是找辅导员处理和解决。“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学校各个部门的各种事务性工作，最后都需要经过辅导员来传达、

落实到每个学生。包括学生上课考勤、督导课堂纪律这些本该由

教务部门或者专任教师负责的事情，有时也交由辅导员。

（三）安全责任无限

大学生安全教育是高校安全稳定的基础，教育部《学生伤害

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高校承担负有管理职责时间内发生事故

的责任，如课堂教学、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学生离校、返校、

擅自离校，或者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

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学生自伤等情况不承担法律责任。

高校辅导员作为管理学生的主体，在高校安全稳定工作中承担着

重要责任。特别在当前新形势下，社会环境更为复杂，不安定因

素更多，层出不穷的新型安全隐患，对学校的安全管理无疑产生

了不利影响。辅导员作为落实学生安全的主体责任人，工作就像

被套上了紧箍咒，需要时时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只要学生在校，

辅导员就是监护人的角色，围绕学生人身财产、心理健康、意识

形态、用水用电、交通出行、网络安全等等，都是辅导员不可推

卸的责任。

二、“保姆式”管理模式的利弊：

保姆式辅导员的工作模式，体现了辅导员“以生为本，爱生

如子”的强烈责任心和服务意识。但是，当一个辅导员彻底成为

一个全职保姆，过分守护学生的时候，利弊就同时浮出水面。

好的地方在于：避免了工作盲点，减少了恶性事件的发生，

督促强化了学生的纪律观念，保证了学生在集体中机械听话、整



146 Vol. 6 No. 02 2023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管理与育人

齐划一，做到了让家长放心，社会满意。但是，其弊端和影响也

是显而易见的，具体体现在学生主观能动性较差，对学校和辅导

员的依赖性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缺失。

（一）学生自我管理能力较差

保姆式的全程服务，导致学生不需要动脑筋，生活缺乏规划，

学习、生活各方面的事情，高度依赖辅导员，自我锻炼提升的机

会少。一些日常性跟学生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务，甚至是非常

小的生活上的事情，也要全凭辅导员来通知或帮忙解决，自己不

会主动自觉关注。于是产生了“抓住辅导员，你就抓住了全世界”

的笑话。

（二）感恩意识淡薄

新时期的大学生多是 00 后，独生子女，常以自我为中心，辅

导员管的越多，学生越发觉得理所应该，有些学生还会对学校和

老师产生逆反心理，有时候辅导员煞费心血、苦口婆心的教育工

作，在他们看来却是无关痛痒，甚至事多烦人。不懂得换位思考，

精致的利己主义，缺少用感恩的态度为人待事，越来越成为常态。

（三）自我调适能力不足，抗挫折能力差

保姆式的全程守护，恰恰给了很多学生心理庇护的温床，有

人可以依赖，事事得到呵护，一旦遇上一些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或

挫折打击，就茫然无措不知如何应对，不会及时排解负面情绪，

不懂正确调适心态，不会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等，直接影响其生活

和学习，触发大学生焦虑、偏执、抑郁等各种心理问题。这些类

似“温水煮青蛙”的现象，应当引起重视，高校首先要为社会培

养的是人格健全，能良好适应社会的大学生。

三、创新型角色转换，从保姆式的教育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

（一）弱化“保姆”角色，做“导师型”辅导员

“保姆式”辅导员有利有弊，不能全盘否定，而是要弱化，

要在确保学生安全、学校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继续提升，提升

的是工作方法和手段，不变的是用强烈的责任心帮助服务学生。

要坚持走专业化、职业化路线，充分发挥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做

学生的政治导师、学业导师、生活导师，引导、启发大学生发挥

自我能动性，积极处理日常事务，丰富学生的思想，锻炼学生的

能力，提高学生的技能，完善学生的人格，带领他们实现阶段性

人生规划，在学生需要的时候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

（二）创新工作技巧，做“人格魅力型”辅导员

 辅导员应该建立个人人格魅力，即用自身的品格、学识、涵

养来影响学生，而不是用“权威”来强制学生被动服从或者“保姆式”

的任劳任怨来捆绑学生。辅导员的管理教育艺术需建立在学生信

服的基础上，不带有强迫性，通过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内化为学

生的某种动机而发挥作用，学生往往更愿意表现出自发和主动。

辅导员通过塑造自己良好的人格形象，通过日常言行举止、价值

观念，以此向学生释放积极的教育影响，抛开一味的管理、服从、

服务学生，师生之间才会平等自由、坦诚交流、拉近距离、融洽感情。

在教育管理学生的过程中，了解学生的个性，熟悉学生的特点，

与学生构建新型的亦师亦友的情感关系，达到情感相通、言语互容，

辅导员的话语才更容易被学生接受，从而增强师生间的凝聚力，

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专注学生工作研究积累，做“专家型”辅导员

辅导员工作冗杂，仅靠热爱和豪情难以维持长久，要把学生

工作当作一门学问来做，经常总结和审思，以研究视角对大学生

的特点、现状、原因分析、应对举措等进行实践总结与理论提升。

实际工作中，辅导员要学会抓主要矛盾，优化管理模式，才能让

自己从琐碎的事务中解放。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建好“车头”，带

动“后头”，把握“苗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建好“车

头”，就是要建设一支综合素质强、管理能力优的学生干部队伍。

学生干部直接关系着一个班级能否形成良好班风，班级是否有凝

聚力，是班级稳定和谐的决定性因素。选拔班干部应从思想、素

质、能力、榜样示范方面综合考虑，确保骨干力量的先进性。“车

头”建好后，辅导员着重打造学生干部的沟通、组织、协调能力，

给予指导，赋予信任，在具体的班级事务中，指导学生分工负责，

统筹安排，逐渐放手、放“权”给班干部，锻炼他们在班级树立

威信，提升班干部的综合领导力。带动“后头”，就是要认真做

好班级后进生的引导、激励和转化工作。如一些学习习惯较差，

成绩在班级落后的学生，个别不遵守校规班规随心所欲的学生等，

这些学生可能在班级并不多，但是形成的影响却很恶劣，需要辅

导员倾注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来关注对待，想办法带动其转化。要

坚持疏导、鼓励、情感感化与严肃纪律相统一的原则，耐心施教，

以表扬、激励为主，必要时争取家长配合，与家庭教育一起形成

合力，达到教育转化。把握“苗头”，就是辅导员要善于通过多

种渠道发现学生在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不良苗头，及时介

入，防微杜渐，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极

易受到网络、社会等外界环境的不良思潮影响，作为辅导员不能

掉以轻心，要善于从学生 QQ、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捕捉信息，

深入了解、倾听学生，掌握学生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特有心态，

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精准育人。

高校辅导员工作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如何让学生“亲

其师，信其道”，让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入脑入心，关键在于辅导

员对工作艺术的掌握程度。辅导员要坚持走专业化、职业化道路，

要牢牢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能甘于“保姆式”的服务角色，

要从师生之间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逐步转化成基于对学生的启

发、引导和提供必要支持和帮助的信赖关系。辅导员要勤于思考，

善于总结，勇于创新，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探索出更富有成效的

学生管理工作方法，才能游刃有余地与青年大学生在心理上同频，

行动上共振，思想上共鸣，构建和谐稳定的新型师生关系，永做

大学生成长成才道路上的人生导师与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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