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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视野下关注高校辅导员心理弹性提升幸福感

水平研究 
李  菁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 

摘要：众所周知，高校学生辅导工作事项繁杂，工作持续时间长，辅导员心理压力较大，压力疏导渠道不足，造成我国高校辅

导员幸福感较低，情绪长期处于低落状态，容易因此患上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工作热情和教学水平都会因幸福感水平低而有所下

降，为解决此问题，必须运用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激发辅导员的心理弹性，提高辅导员队伍的心理幸福感指数，鼓励高校辅

导员在自身岗位上为社会、为他人发光发热。本文依托现代心理学视角分析了造成高校辅导员幸福感不足的原因，详细论证了使辅

导员心理弹性保持在较高水平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了通过提升心理弹性水平保障辅导员心理健康的可行策略。 

关键词：辅导员；高等教育；幸福感水平 

  

前言：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高校辅导员整体主观幸福感指数较低，

心理压力无法排解，心理层面驱动力不足，对职业工作缺乏兴趣，间接

造成了高校学生教育水平下滑，针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宣讲工作失去实际

效果，因此影响了在校大学生身心发育。素质教育对高校教学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再加上社会发展带来的经济波动，高校辅导员群体已经难以

承受来自工作和生活中各方面压力，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较低，普遍存

在情绪消极、思想阴暗等问题。 

一、通过积极心理学探析拉低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主观幸福感

的客观因素 

辅导员自身使命感、责任感不强，自我定位不明确。高校辅导员的

主要职责在于管理学生日常活动、为学生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然

而部分辅导员未能时刻坚持舍己为人的教育工作原则[1]，对社会上其他

行业的优渥生活充满向往，没有意识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社会价值，

对辅导员这一特殊岗位担负的工责任与使命缺乏了解，高校辅导员队伍

中认为自己择业错误者大有人在，积极心理学研究显示，人再参加工作

时必须对该工作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和社会形象具备一定的认同感和

向往感，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做好自身本职工作。辅导

员缺乏对工作的认同感，觉得努力工作得不到学生的尊重和校领导的重

视，在屡遭打击之下产生了挫败感和虚无感，主观幸福感随之急剧下降。 

因为辅导员工作的特殊性，思想政治工作见效较慢，辅导员无法精

确评估自身的工作效果，导致在完成工作时缺乏成就感。辅导员因现有

的高校管理体制问题，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升职渠道[2]，部分辅导员

觉得这一职业缺少前途，产生了一定的迷茫感和倦怠感。 

二、基于积极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提高辅导员群体幸福感的可行

策略研究 

（一）构建正向情绪反馈机制，提高辅导员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必须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构建积极的情绪反馈机制，使辅导员接受阳

光正面的心理诱导，提高辅导员对自身工作的认同感和对学校、对班级

的归属感，促进辅导员发挥自身智慧为学校工作献计献策。在工作中应

当注意为辅导员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消除辅导员心中的消极情绪，使

其在管理活动中感受到成就感和荣誉感，例如在辅导员日常到课堂上视

察班级学生学习情况时，学生可集体起立向辅导员问好，在辅导员离开

时进行欢送，营造热烈欢快的课堂氛围，为辅导员带来心理慰藉，提高

内心满足感。 

（二）整合多方力量，为辅导员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支持 

校领导必须整合各方力量，为辅导员群体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

在家庭层面为辅导员提供不限时的上下班专车接送[3]，校领导可定期对

辅导员进行家访，了解并解决辅导员的家庭生活困难，为其提供物质上

或精神上的支援，由学校出资为辅导员建造或购买经济适用房，国家还

可为高校辅导员的子女建立专项教育基金，为他们在未来的升学就业活

动提供支持，解除高校辅导员的后顾之忧，全面提高高校辅导员的薪酬

待遇，为辅导员群体提供升职空间，修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价标准，

使辅导员能够准确评估自身教学水平。校领导还应帮助辅导员选定未来

的职业发展方向，设计严密教育方案，减少对学生管理工作的文牍手续

要求，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果测评速度，为辅导员的自我实现提

供适宜的外部条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家庭各方配合的社会支

援网络，减轻辅导员在社会层面和日常工作层面受到的心理压力，确保

高校辅导员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结论：综上所述，高校辅导员群体肩负着向学生传递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使命，校领导必须明确意识到只

有提高辅导员群体的幸福感，让辅导员时刻保持工作积极性，紧抓对学

生的日常宣教工作，高校学生管理与教育工作才会取得较好的实际效

果，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才会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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