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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学生视角的理想辅导员形象特征分析
牛宏伟

（中国民航大学，天津 300300）

摘要：基于大学生视角实证探讨理想的辅导员形象特征。通

过调查 487 名大学生对理想的辅导员形象特征的描述，根据高频

词编制初始问卷；对 155 名大学生初测，用因素分析确定问卷结

构和项目；对 210 名大学生施测正式问卷，探讨问卷信度。结果

发现，大学生视角下理想的辅导员形象特征包含学生中心、关系

和谐、公正公平和严格要求四维度；问卷的信度指标良好。说明

要做到符合学生期望的理想辅导员，应做好这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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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

指出“辅导员是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

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不难发现，辅导员对学生成长

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辅导员的素质会深度影响到大学生的发展

与成长。学生在教育中占主体地位这一理念确立了学生认知的重

要作用，教育实践活动只有内化到学生心中才会起效。辅导员在

工作中的言行等特征是否符合大学生的期望，会影响到大学生对

辅导员的态度及行为，进而影响到辅导员的威信和教育效果。而

辅导员工作中应具有何种特征，能否满足学生的期望，作为教育

实践对象的大学生无疑最有发言权。

综观已有研究，学术界开始关注辅导员的形象特征 [3，4]，

但大学生视角下理想的辅导员形象特征的实证研究较少，更缺乏

测量工具。因此本研究拟编制大学生视角下理想的辅导员形象特

征问卷，以期从大学生视角实证探讨辅导员工作中应具备的特征，

为使辅导员成为学生心目中理想的教育者提供努力方向。同时，

也有助于更科学地开展辅导员的选拔、培养和考核。

一、大学生视角理想的辅导员形象特征

（一） 初始问卷的项目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从天津市某高校随机抽取 12 个行政

班共计 487 名大一学生作为样本。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询问学

生“你认为理想的辅导员应具备什么特征？请填写你的视角下理

想辅导员的特征”，获得大学生视角下理想辅导员形象特征的文

字资料，共计两万余字，请两名心理学硕士对同义高频词进行合并，

并统计出词频大于 25 的高频词。根据这些词汇形成初始问卷，共

计 39 个项目，问卷采用五点评分：1 表示“非常不符合”，5 表示“非

常符合”。

（二）问卷的预测与分析

共发放问卷 170 份，收回 155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91%，其中男生 111 人，女生 44 人。

1. 项目分析

主要依据 P 值法，即将总分按从高到低排序，得分前后 27%

者为高、低分组，对两组在各题得分上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结

果为两组在各题得分上差异显著，说明各题鉴别力良好。相关分

析法，即计算项目分数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系数。结果为各题与总

分的相关系数均高于 0.4，说明各题鉴别力良好。

2.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结果为 KMO 的值大于 0.8

（KMO=0.947），Bartlett 球形检验卡方值显著（p<0.001）。说明

初测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3. 探索性因素分析

通过整合初次的问卷调查数据，在分析探索性因素中，获取

题目从属和问卷结构等内容。再加上分析碎石图，立足因素分析

理论，遵守因素确定和项目删选原则，依据标准删除个别项目。

经过项目删选后，问卷保留了 19 个项目。

再次对 19 个项目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了 4 个因

子，并计算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23%、20%、16%、12%，共同解释

了总变异的 71%。根据各因素的组成项目及相关理论对各因子进

行命名。因子 1 主要包括为学生着想的、乐于帮助学生的、能和

学生换位思考的、鼓励学生的、宽容的、体谅学生的、民主的等

内容，命名为“学生中心”；因子 2 主要包括多与同学交流沟通

的、与学生和睦相处的、温和的、和善的、有幽默感的、与学生

是朋友似的关系等内容，命名为“关系和谐”；因子 3 包括公正的、

公平的、及时传达信息的、公开的等内容，命名为“公正公平”；

因子 4 主要包括工作上严厉的、严格要求的等内容，命名为“严

格要求”。

（三）问卷的信度分析

将上述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的问卷在 210 名大学生中施

测，以进行问卷的信度检验，如表 1 所示。

表 1　大学生视角下理想辅导员形象特征问卷的信度指标

学生

中心

关系

和谐

公正

公平

严格

要求
总体

内部一致性信度 0.916 0.901 0.871 0.666 0.950

一般认为内部一致性较好的情况下，Cronbach’s α 系数应大

于 0.70，但当维度的项目个数小于 6 时，大于 0.60 也表明数据可靠。

本研究中严格要求维度的项目数为 2 个。因此各维度与总问卷的

内部一致性信度均表明问卷的可靠性良好。

二、基于研究结果的分析

《学记》中说“亲其师，安其学；乐其友，信其道”。师生

关系和谐，学生才会发自内心地接受认可老师的教育。心理学态

度理论视角下，教育过程实质上是受教育者形成新的态度、强化

已有态度或者是改变受教育者原有的错误态度的过程。态度理论

中的“认知说服模型”表明，教育者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受教育者是否愿意在内心认可并采纳教育者的观点信念等。受教

育者的学习转变常始于信服教育者这个人，进而相信其所传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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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理念，并慢慢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和信念，最终在自身行为上

有所表现。而怎样让学生信服辅导员，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

做到符合学生视角下理想辅导员的标准。大学生视角下理想的辅

导员形象特征是辅导员开展教育服务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和努力

方向。根据实证研究编制出大学生视角下理想的辅导员形象特征

问卷，关于做到符合学生期望的理想辅导员的各维度有如下分析：

（一）以学生为中心

辅导员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心中要铭记以学生为中心这一

理念，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实践。辅导员要把学生的切身利益放

在首位，从学生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去想问题、去开展工作，认真

耐心听取学生意见，做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

生的一切，促进其全面发展。以学生为中心会有助于辅导员和学

生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要求辅导员要以爱为

工作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4 年在北师大与师生座谈时

重点提到的：好老师应该是仁师，没有爱心的人不可能成为好老师。

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以 60 位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评选事迹的文本分析研

究也发现，爱学生是优秀辅导突出的特征。

（二）与学生建立和谐关系

通过交流沟通，学生能切身体会到辅导员对自己的关心关注。

良好的沟通是缩小心理距离的良方，有助于师生和谐关系的形成。

因而，辅导员应认识到与学生沟通交流的重要性，把与学生的交

流沟通看做是自己的工作重点。此外，大学生希望辅导员能与他

们是朋友似的关系。这一期望与“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

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这一教育部对辅导员角色的定位

相符。辅导员在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具有两种角色，即师长和朋友。

大学生希望辅导员能更多表现出朋友的一面。

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曾提出：“教育是人和人心灵最微妙的

相互接触，教师的人格是教育的基石。”说明人格魅力是成功进

行教育的前提。相比于专业教师传授专业知识的“教书”工作，

辅导员更多承担着“育人”的职责，因此，更需要用人格特征感

染学生。已有研究表明，优秀辅导员在积极人格上有较大优势。

本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更喜欢具有幽默感、和善温和人格特征

的辅导员。具备这些人格特征能够帮助辅导员给学生传递出更多

温暖安全的气息，使大学生愿意主动把内心想法告诉辅导员。这样，

辅导员就更容易深入了解学生，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这些学生

期望的人格特质是良好师生关系的纽带。

（三） 工作中要公正公平

做到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学生视角下的理想辅导员还需要

做到要公平公正对待学生。已有研究也发现，辅导员的公平公正

对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有着影响显著。在诸如困难生认定及补助

发放、推优入党、评奖评优这些与学生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上，

辅导员必须做到公正公平、一视同仁。辅导员具有如此行为特征

有助于得到同学们的喜爱和认可。否则，可能会造成学生对辅导

员的不信任和疏远，进而影响之后的教育。同时，公平感不仅影

响到大学生本身，大学生对公平问题的认识和感知会影响他们对

社会的认识，同时它也是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校、社

会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严格对待学生

古语有云“严师出高徒”，《三字经》里也有“教不严，师

之惰”的说法。严格要求学生，是对学生负责。从学生长远的发

展出发，高标准要求他们，可以督促鞭笞他们朝目标前进。特别

是低年级学生，刚脱离高中严格的管理教育，一旦没有了外界约束，

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还未完全形成，可能造成学

习等方面表现的滑落。但需注意的是，严格对待学生应建立在以

学生为中心、与学生建立和谐关系和公正公平之上。有此基础，

学生才能够理解辅导员严格背后关爱的用意，也愿意接受。反之，

没有这些做基础，可能导致学生的逆反对抗，教育效果会大打折扣。

三、结语

综上，大学生视角下理想的辅导员形象特征问卷包含学生中

心、关系和谐、公正公平和严格要求四个维度，具有较好的测量

学指标。研究结果有助于辅导员明确大学生视角下理想的辅导员

应是何种特征，并可测量辅导员在大学生视角下的现实特征情况，

两者比较，辅导员可获知自己和学生期望差距情况，进而根据学

生的合理期望适当调整自己的言行，以得到更多学生的喜爱，使

自己在学生中更具影响力，最终有助于提高立德树人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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