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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教育是个体进入社会前所接受的最后一场系统化教育，

在这一时期，培养其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帮助其顺利进

入社会，并且能够快速的适应社会工作及处理各项人际关系有重

要意义。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的以“做人第一，能力至上”为

人才培养目标，同时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同时

开设特色课程从多维度培养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如实践课程劳动

教育与创业，明德课程忠孝礼仪感恩诚信，从多维度对大学生

非非认知能力进行培养。高校辅导员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要对非认知能力培训需要了解非认知能力的

内容以及其所对应的具体能力，再根据这些能力在辅导员工作中

找到培养方法及培养条件，从而实现培养目的。

2  非认知能力的分类及对应的培养目标

不同领域对非认知能力有不同的认定，笔者将缩小范围，

从心理学领域与社会学领域两个方面简述非认知能力的内容，并

找到其所对应的在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对学生培养的目标，为后续

辅导员对该目标能力的培养做铺垫。

2.1心理学领域对非认知能力的认定

心理学领域对于非认知能力的认定，即人格特质与非智力因

素两大方面。而人格特质是一种能呈现的持久且稳定的思想或行

为方式。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科斯塔和麦克雷编制的《大五人格量

表》，人格的五大特性为：情绪稳定性、外向性、开放性、随和性、

谨慎性。而非智力因素对于不同的研究学者有不同的主张，但主

流上一般认为包括兴趣、动机、意志、习惯、性格、气质等方面。

根据心理学领域非认知能力的划分，非认知能力主要体现在

情绪情感，以及习惯兴趣方面，因此高校提高非认知能力，可以

通过提高其情绪稳定性，培养良好习惯两个方面来着手。

2.2社会学领域对非认知能力的认定

在社会学领域，非认知能力包括社会情感的适应能力（也

称为情商）。而关于非认知能力在社会学领域的表现形式，经历了

多位学者的研究，按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有责任心、忠诚、勤劳；创

新、责任感、自律；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

负责任；任务表现、情绪调节、分工协作、思想开放、与人交往等。

根据以上表现形式，高校可将责任心、团队协作与人际交往

等能力的培养做为提高大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目标。

3  辅导员对高校大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从职业属性来讲，高校辅导员对高校大学生的陪伴与教育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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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校的其他任何岗位。从职业能力来讲，高校辅导员除需具备

其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角色，一般还需具备心理咨询师、复合型

人才培养者，信息沟通者等多重角色。因此对大学生非认知能力

培养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既是辅导员的其职业的职责所在，同

时也是学校、学生以及社会对其寄予的期望。

3.1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

对于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

行。首先，众所周知情绪是的能够相互影响的，因此辅导员自身

拥有稳定的情绪对此项培养至关重要。只有拥有稳定的情绪，才

能够在处理众多学生问题时保持镇定与从容，稳定的情绪不仅能

够在学生中起到表率，而且能够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培养学生的

非认知能力，同时本身也是避免引发学生情绪冲动的重要素养。

其次，察觉学生异常情绪并拥有同理心与稳定的情绪同样重

要。辅导员的职业属性要求其对学生情绪要有较高的敏感度，否

则将可能将无法规避学生由于情绪大幅度波动所造成的无法挽回

的后果。而除了高敏感度还需要拥有同理心，因为只有拥有同理

心，才能够让学生有沟通以及倾诉的欲望，从而帮助学生及时疏

导其负面情绪，帮助其建立情绪管理能力。

第三，情感的支持与鼓励在学生情绪管理能力上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大量研究表明，教师的情感支持能够显著影响学生的幸

福感、自我效能感、学业动机及学业成绩等。因此，给予学生足

够的关爱与关注不仅能够对其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有积极正面的

作用，而且还能够在包括其他非认知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培养中铺

垫良好的基础。

3.2习惯养成能力的培养

我校自建校以来，非常重视对习惯养成的培养，并且提出十

条大学生应该养成的习惯。这十条习惯涵盖生活、行为、学习以

及品格。因此，辅导员应从以上方面培养学生习惯。而无论是生

活、行为、学习还是品格的培养，都离开环境对其的影响。因此

营造良好的氛围，是养成习惯的基础。而营造良好的氛围，则需

要辅导员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首先，生活习惯的养成需要辅导员通过多种方式的查寝来完

成。例如以集体拍照形式，随时走访形式，都能够促进良好的生

活习惯养成。而行为习惯的培养则需要在辅导员言传身教中慢慢

的灌输，这不仅需要辅导员有足够的耐心，还需要辅导员自身具

备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氛围的营造，需要良好的班风和学风

的建设，这就需要辅导员对纪律有严格的要求，且能够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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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效的管理体制，同时提高学生对学业的热爱，离不开辅导

员对学生学业的展现出高度关注与期望。而品格的养成，则离

不开辅导员在大学四年中对学生不断强调与灌输的明德教育。

3.3责任心与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

责任心已经成为社会评价个体能力的重要指标。而团队协作

能力离不开个体的责任心。笔者认为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开设的劳

动课程与创新创业课程正是对责任心与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由

于劳动课程的性质，即要求学生能够坚持至少一学期参加劳动课

程完成劳动学时与非劳动学时。而非劳动学时的完成则是需要团

队协作的。由于非劳动学时，即公益教室打扫需要一个班级的

所有同学共同且轮流完成，任何一个同学的懈怠都可能导致整个

班级非劳动学时不能够得到所要求的分数。这不仅能够锻炼学生

的责任心与协作能力，同时能够使学生之间相互促进这两项能力

的影响。同样，创新创业课程也是同样的原理。而辅导员需要

做的则是帮助学生从根本上理解劳动课程与创新创业课程的意

义。并且在过程中给予指导与鼓励。在出现问题时及时进行处

理与沟通，帮助学生主动顺利完成课程，亦是对责任心与团队

协作能力的培养。

3.4人际交往能力培养

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培养，而笔者大学生的寝室群居生

活本身即是对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寝室矛盾常常是大学生在人

际交往中的主要障碍，辅导员需要在这时候给予出现寝室矛盾的

学生在心理上的支持与鼓励，同时通过正向引导其正确处理寝室

关系，并给出改善意见。笔者认为辅导员的沟通与引导能力对

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常常在有效的沟通中，很多寝

室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而笔者认为寝室关系的改善或能够

妥善处理好寝室关系都是人际能力培养的显性成果。当然人际交

往能力不止是对寝室关系的处理。还包括对父母，师长等不同

关系的处理能力。然则这些能力的培养，同样能够通过明德课

程来实现。

4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辅导员在对大学生非认识能力的培养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对大学生非认识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正

面的影响。而高校辅导员要在培养大学生非认知能力中发挥积极

的作用，还应具备与其相匹配的能力，例如情绪的管理能力，

对本校开设的有关对非认知能力培养课程的深度理解，较强的沟

通与引导能力，以及明德课程的教授能力等。简而言之，只有

辅导员自身具备较强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才能够培养大学生

的非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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