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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辅导员工作中的运用研究
——以儒家美学思想为例

张　雄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做好辅导员工作需要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也需要不

断地积累经验，总结方法。除此之外，辅导员还可以从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将相关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工作中。儒家

美学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美学

范畴可以被挖掘，并运用于辅导员工作中。本文分四个部分，将

儒家美学思想与辅导员工作中的相关方法联系，并从儒家美学思

想中提炼出辅导员工作的相关方法，把这些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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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美学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耀眼夺目的篇章，在

辅导员工作中学习、运用儒家美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

践意义，一方面能为辅导员工作指明方向，为辅导员工作提供很

大帮助，另一方面，在对儒家美学思想的运用中，辅导员也能进

一步提高自我修养，增强个人综合素质，业务素养，并能起到在

学生中，间接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的作用。

一、立德树人

立德树人和儒家美学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在落实立德树人的

工作中，儒家美学思想可以为辅导员提供借鉴和帮助。

（一）立德的美学渊源

立德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较深的渊源，儒家美学思想是儒家

文化的典型代表，孔子非常讲究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对于社

会的作用和意义，孟子也非常重视人格美，荀子认为人的美在于

内在的品德、学识、涵养，在荀子看来，人的美主要是心术善的美，

是内在的美。儒家美学思想重视人的道德美、人格美，这和儒家

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有很大的联系，儒家希望能通过改造人的内

在品质，以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儒家的这种美学思想也影

响了此后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认同和审美

评判标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思想源泉，因此可以说儒家提

倡的内在美、道德美是我们今天立德树人教育任务中立德的美学

渊源。

在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儒家重视人的道德美的思想也在

一定程度上遭受到冷落，目前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注重外表、注重

颜值、“看脸”的审美潮流，甚至形成了“小鲜肉”的审美文化，

在这种审美潮流冲击的背景下，立德树人势在必行，我们应当重

新重视人的内在美，道德美。

（二）树人的美学方法

明白了立德树人的内涵与渊源之后，怎样立德树人是辅导员

工作中的重点与难点，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儒家美学思想中寻找方

法。

孔子的教育方法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通

过生动的艺术形象进行的，孔子的这种教育方法在辅导员立德树

人的工作中是十分值得借鉴和运用的。在立德树人的工作中，我

们应当增强学生的理想信念，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法治意识、

人格修养等，而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不能只靠说教和灌输理论，

通过这些方法取得的教育效果是不容乐观的，长时间的采用这些

方法，学生也会逐渐的反感，甚至厌恶。因此我们在立德树人的

工作中，可以采用孔子的美育方法，比如：为学生推荐先进人物

的光荣事迹，通过活生生的人和事为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组织

学生学习四史，为学生讲解四史中感动人心，能鼓舞精神的革命

故事，带领学生观看正能量的影视作品，让学生在审美享受的过

程中净化灵魂，鼓舞斗志，增强四个自信，加深对党和祖国的热

爱之情，并形成道德认同感和自我约束力，也就是学生通过对具

有感染力的人和事的学习，形成了一种思想认识，一种价值观念，

并使自己在以后的立身行事中也要遵循这种规定性，并用这种规

定性约束自我。当然孔子的“礼”包含着封建等级观念的思想，

针对这一点，我们应该弃其糟粕，取之精华。

此外，立德树人还应当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把学生

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不能只注重智的培养。学生专业基础

扎实，能掌握知识、技能是好事，但也不能忽视对学生情商的培养。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是少不了的，如果只掌

握了知识，而缺少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这对于学生未来的发

展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更重要的是，学生情商的高低也会对辅

导员工作的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依

然可以采用美育的方法，可以鼓励学生多参加社团、文艺组织，

多学习一些才艺，在学习艺术当中陶冶自己的情操，也加强了和

别人的交流。辅导员还可以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为学生推

荐世界名著和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其实就是

一部为人处事的教材，学生多阅读，饱览群书之后，精神境界能

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在内心之中也会增加人文关怀。

二、情感宣泄引导

当今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日趋严重，学生经常会遇到压力，

如果大学生在遇到来自各方面压力时不能自我调适，会形成较大

的心理压力，久而久之会遇上心理问题。如果心理问题较严重，

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是辅导员工作非常棘手的问题。虽然大部

分辅导员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但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可以帮

助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教学生正确地进行心理压力的排解，舒缓

紧张情绪。排解心理压力，进行情感宣泄的方法有很多种，关键

的问题是辅导员需要教会学生正确的宣泄方法，不能使用一些极

端的方法。儒家美学思想在这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

法。

（一）诗可以“怨”

《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怨”体现了文学的社会作

用的观点，强调了诗可以用来批判现实，干预社会的作用。而诗

经当中的“怨”范围很广，可以包括诗歌主人公对统治者的不满，

对不良政治的控诉，也包含着对婚姻爱情不幸的倾诉等。总之《诗

经》中的很多作品可以说是人们表达不满、情感宣泄的产物，这

给辅导员工作中如何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如何帮助学生进行情

感宣泄提供了很大的启示。

学生心理问题大多是理想、愿望、诉求得不到实现，而又得

不到宣泄，长期郁积在心导致的，因此正确的宣泄方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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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以上“诗可以‘怨’”这一儒家美学思想的分析中，我们可

以看出，首先，怨是人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是由于社会生活

中，人的心理失衡导致的，在辅导员工作中，我们应该引导学生

正确看待这种心理现实，也就是说“怨”是人的一种普遍的、正

常的心理现象，不是某个人所独有的，应该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

面对和解决，而不是消极面对，更不能走极端，做出一些伤害自

我和他人的行为；其次，当内心有怨时，应当寻求正确的宣泄方

式，比如可以靠创作文艺作品的方式发泄内心中的怨，就是孔子

所说的“诗可以怨”，而且创作的文艺作品应该是“哀而不伤”“思

无邪”的，就是文艺作品也应当是具有中正平和之美的，不能太

极端。

（二）情志统一

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并不仅仅只有上述的怨这一种情感，

还有很多情感是负面的、消极的，会对人造成心灵的创伤，比如

悲伤、哀愁、郁闷、低沉等。当学生遇到这样一些消极的情感或

情绪时，也可以用文艺的方式来缓解、消除。当学生内心有所郁

结的时候，作为辅导员，可以推荐他们欣赏一些励志的，积极向

上的音乐、文学作品，因为这些文艺作品往往饱含浓烈的、能使

人精神奋发的情感因子，可以帮助学生从低沉、郁闷的情绪中解

脱出来。作为辅导员，还可以鼓励学生进行文艺创作，使他们在

文艺的世界中遨游，让紧张的情绪得到舒缓，暂时忘却生活中的

不快，在创作中尽情地抒发积蓄已久的情感。

三、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大学生在学校里集体生活和学习，和谐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

如果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宿舍矛盾、

师生对立、抹黑学校，更严重的甚至会有打架斗殴、流血冲突事

件等。因此，在工作中，辅导员应当积极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

际关系，使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与学校之间都形成和谐的

人际关系，使学校稳定有序。引导学生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也

可以从儒家美学思想中获得启示，可以把其中的一些美学思想运

用到工作中。

（一）诗可以“群”

儒家非常重视“和”的思想，如孔子提出的“和为贵”“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荀子的“乐合同”“血气和平”，

通俗地讲，就是求同存异，不同个性、不同身份、不同出身的人

可以达到和谐一致，可以做到协调不同意见、不同分歧，达成一

种新的共同的价值观、新意见的趋同，也就是达成共识，体现出

儒家思想中的接纳、包容的态度。然而不同的个体怎样才能形成

一个“和”的群体？我们可以从孔子提出的“诗可以‘群’”这

一美学思想中得到启示。

诗可以“群”的意思是文艺作品可以使不同的人思想统一，

不同的人可以靠文艺作品进行情感的交流，能加强团结。因此文

艺作品可以起到人与人之间“群”的桥梁，是加强人际关系的催

化剂。辅导员可以多鼓励学生经常在一起分享共同喜爱的文艺作

品，甚至可以组织全班观看影视作品，举办读书会，准备文艺晚

会等能促进学生之间情感交流，加强团结的活动，特别是新生入

学的时候，举办这样一些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打破交际壁垒，让同

学之间相互了解，有利于班级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团结一致、

活泼向上的班风。这就是“诗可以‘群’”的力量，特别是对于

性格比较内向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教育方式，这部分

学生一开始会不愿意或羞于去和别人交流，也不乐意表达自己内

心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他们的喜好、他们的兴趣，也

就等于找到了突破点，而文艺的、美的方式可以说就是突破点，

因为美具有互通性，人与人之间具有共同美感，美是无阶级、无

差别的，这是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沟通交流的一种

非常实用的方法。

（二）“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美学思想出自于儒家诗歌理论《毛

诗大序》，《毛诗大序》肯定了诗歌“发乎情”，但同时要求诗

歌中的情要控制在礼义的范围内，这是对孔子的“礼”和荀子“以

道制欲”思想的发挥。虽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美学思想用

在文艺创作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会影响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

使文艺沦为经学的附庸、说教的工具。但是这种美学思想用在处

理人际关系的工作中就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使用价值。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靠感情维系的，人际关系不好说明

人与人之间感情不好，人际关系好能说明人与人之间感情好。学

生之间人际关系好，这是值得鼓励的。尽管笔者在上面的章节中

分析了怎样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毕竟辅导员不能左

右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学生与他人之间不可避

免地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小矛盾。遇到这种情况，辅导员就可以

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美学思想来引导学生，就是引导学生

在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坏情绪左右

自己，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而要采取正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另外要教育引导学生，当对别人、对老师、对学校有意见的时候，

内心有怨言的时候，也要礼貌地、态度诚恳地去给同学、老师反

馈意见，而不是失去理智，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或用一些不正

当的言语去解决，这样只会激化矛盾，解决不了问题。和谐的人

际关系也需要靠礼来维持，辅导员在工作中应当教育引导学生注

意礼貌问题，包括礼仪、礼貌用语、礼节等各方面，很多情况下，

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是由于礼的问题引发的，当代大学生很

重视自我人格尊严，假如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则会与别人产生隔

阂，对别人有意见，甚至引发矛盾。所以辅导员需要重视对学生

礼貌的培养，比如学生之间的礼貌用语问题，有的时候一句礼貌

用语就能化解紧张的关系，还有一些礼貌的行为，比如在宿舍里

学会尊重他人，当别人在休息的时候尽量不弄出噪音，使用别人

物品前须征得别人的同意，不在背后议论别人，尊重别人的隐私，

尊重他人的民族习惯等，当学生变得很礼貌的时候，学生矛盾问

题就会大大减少，和老师的关系也会很融洽，非常有利于辅导员

的日常管理。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可以作用于社会各领域，如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哲学、艺术等，不管从事哪方

面的工作，我们总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些启示。儒家美学

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光辉璀璨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影响着中

华民族的审美观，使中华民族在审美、道德、伦理等方面形成了

强烈的认同感。虽然儒家美学思想中有一些观念已经不符合时代

发展的需求，但作为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依然有很大的研究价

值和利用价值，可以用来指导生活、工作、学习中的方方面面。

辅导员工作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和

学生特点的不同而灵活应变，但总体上讲，儒家美学思想还是给

辅导员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是辅导员工作的思想资源，可以

在工作中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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