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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倦怠影响下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缺失与反思 

刘海靖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12400） 

摘要：现阶段，职业倦怠对职业院校辅导员的本职工作开展能够形成极大的消极影响，不利于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提升。在职
业倦怠的消极影响下，职业院校的一些辅导员职业幸福感呈现出相对缺失的不良状态，需要院校管理层、辅导员予以充分重视。本
文立足相关概念界定，对职业倦怠影响下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缺失的消极影响进行简要说明，进而分析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
幸福感缺失的集中体现，深入分析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缺失的深层次原因，提出职业院校辅导员应对职业倦怠培养职业幸福
感的反思对策：强化学校重视，优化辅导员保障机制；增强工作认可，遏制辅导员职业倦怠；明确师生互动，为辅导员营造良好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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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与消极影响分析 
（一）相关概念界定 

1.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可以理解为：人类个体面对工作重压时所体现

出的身心俱疲和精神枯竭状态。职业倦怠不同于身体带来的疲

倦，而是一种源自心理的疲惫现象。 

职业倦怠主要可以表现在以下几大方面，第一，对工作缺

乏热情，工作积极性低下，一些人在职业倦怠的状态下，对于

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难以保持良好的热情状态，应付、敷衍成为

这些人开展本职工作的常规状态，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第

二，工作态度消极，在职业倦怠下的工作者往往会产生当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的心理，凡事都难以提起工作热情，工作态度不

端正。第三，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评价降低，工作价值感也受到

不良影响，在职业倦怠下的人员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本职工作往

往持有否定或部分否定的价值取向，也因此降低了他们对于工

作价值的认可度，甚至会产生离职的心理，更为严重的还会滋

生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所以说，职业倦怠对于很多人来说，所造成的影响是较为

恶劣的，不仅会影响工作效率的提升，而且还会对部分人员的

职业生涯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与严重威胁。 

2.职业幸福感 

职业幸福感，可以理解为：不同个体在工作过程中自身需

求得到满足，个人潜能得到发挥，个人力量能力得到增长的情

况下所形成的持续化工作快乐体验。职业幸福感的高低，不论

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员工个人，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其中，对于企业来说，不断提升员工的职业幸福感，是展现企

业管理成效的关键要素，也是提升员工工作忠诚度与归属感的

重要衡量因素。 

（二）职业倦怠影响下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缺失的

消极影响 

对于企业员工来说，获得良好的职业幸福感，能够增强他

们对于企业本身的忠诚度，也能够为更好地规避职业倦怠，提

升工作效率形成良好的实施保障。在职业倦怠的影响下，职业

院校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缺失不仅不利于辅导员职业生涯的规

划科学发展，而且也不利于职业学院学生的健康成长。由此可

见，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缺失造成的消极影响较为严重，需要职

业院校管理层、辅导员自身规避有的消极影响，提升职业幸福

感。 

1.不利于辅导员职业生涯规划科学发展 

受到职业倦怠的消极影响，职业院校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

缺失会对辅导员自身职业生涯规划形成不良发展影响。部分辅

导员因为对这一工作职责缺乏工作热情，态度也趋于消极，尤

其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贡献表示出部分否定或者全部否定的不良

心态，这就让一些辅导员即使没有离职，也会在辅导员岗位上

表现出消极敷衍的工作状态。受到这样的影响，这些辅导员往

往不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科学规划，而是以一种随意化的

工作态度开展学生工作，不利于辅导员自身的良性发展。 

2.不利于职业院校学生的健康成长 

对于那些受到职业倦怠影响而滋生不良职业幸福感的职院

校辅导员来说，职业幸福感的相对缺失，同样不利于职业院校

学生的健康成长。辅导员作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更好帮助，助

力学生成长的引导者，一旦受到职业幸福感缺失影响而难以尽

心尽力服务学生，就会让职业院校学生的成长受到了较大的消

极影响，进而让学生在无法得到良好引导的情况下开展学校生

活与学习，不利于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 

二、职业倦怠影响下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缺失的集
中体现 

在职业倦怠的不良影响下，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缺

失可以表现在：第一，工作缺乏冲劲，幸福感受挫，第二，工

作情绪疲劳，幸福感不足，第三，工作态度消极，幸福感有限。

以下，本文主要从上述三大方面入手逐一展开简要说明。 

（一）工作缺乏冲劲，幸福感受挫 

职业倦怠影响下，职业院校的部分辅导员在从事学生工作

的过程中缺乏冲劲，工作积极性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辅

导员自身难以在职业生涯中获得良好的快乐体验，职业幸福感

受到挫伤。 

具体来说，对于一些职业院校辅导员来说，辅导员岗位的

工作相对机械化，没有新意，不能展现出辅导员的个人能动性，

再加上一旦工作较为繁重，产生了较多的工作压力，这就会让

部分辅导员边工作边懊悔，也使得原先的工作冲劲呈现缺失状

态，职业幸福感难以得到良好展现。尤其对于一些辅导员来说，

由于在开展本职工作时没有与学生打成一片，只是按照自己的

理解独自开展工作，这也让他们难以从现有的工作中获得良好

的快乐体验，不能形成持续化的职业幸福感，影响了工作冲劲

的提升，也反过来使得职业幸福感难以得到良好呈现。 

（二）工作情绪疲劳，幸福感不足 

工作情绪疲劳，也是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缺失的重

要体现。部分辅导员受困于繁琐小事的工作体验，难以保持良

好的工作情绪，使得自己的工作情绪表现并不理想，尤其对于

一些入职多年的辅导员来说，工作不再具有挑战性与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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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辅导员工作呈现出按部就班的不良状态，这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情绪，表现出疲劳的不良状态。 

具体来说，当工作较为新颖具有一定挑战时，辅导员会不

由自主地以较为高涨的工作情绪开展学生工作。与此相比，当

这种工作新鲜劲过去之后，如果没有外界或内界因素的维系，

很容易让部分职业院校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受到工作情绪疲劳

的影响而难以增强，从而降低了辅导员的工作效率，弱化了他

们的工作幸福感。 

（三）工作态度消极，幸福感有限 

对于很多职业院校辅导员来说，其工作范围较广，工作内

容繁琐，对于一些新入职的辅导员而言，由于工作熟练度不足，

很容易受到工作的繁琐性、机械化影响而滋生消极的工作态度，

从而难以让这些辅导员在本职工作中获得良好的职业幸福感。 

具体而言，一些辅导员每天的工作都被繁琐的小事包围，

既不能像教师一样在教学过程中获得良好体验，也不能像学校

管理层一样在管理过程中展现自己的价值，只能在小事接着小

事的过程中磨平工作热情，这也让他们工作消极的工作态度予

以蔓延，影响了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增强。 

三、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缺失的深层次原因探讨 
一些职业学院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相对缺失，归根结底是

有深层次原因影响的，从职业院校的原因角度来说，对辅导员

工作重视程度不足，从辅导员个体原因来说，工作认可度与忠

诚度参差不齐，从职业院校学生的角度来说，对辅导员存在认

知误区较为明显。以下，本文主要从学校、辅导员、学生等三

大方面原因入手，着重针对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缺失的

深层次原因展开探讨。 

（一）学校原因：对辅导员工作重视程度不足 

部分职业院校对内部辅导员工作的开展并没有采取较为重

视的态度，而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开展实践教学，如何提

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核心层面之上，却相对针对辅导员工作采

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受此影响，部分辅导员在从事本职工作的过程中难以在制

度、资金、认知等多方面获得学校的广泛支持，使得辅导员工

作开展面临一定程度的客观障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辅

导员职业幸福感的提升，甚至由此滋生了一定程度的职业倦怠，

不利于辅导员工作的有序实施。 

总而言之，来自职业院校的重视程度不足原因，让部分辅

导员的职业幸福感难以得到良好的有序提升，进而形成了幸福

感缺失现象。 

（二）辅导员原因：工作认可度与忠诚度参差不齐 

从职业院校辅导员的角度来说，部分辅导员工作认可度与

忠诚度参差不齐，也是导致他们职业幸福感缺失的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一些辅导员之所以从事这一工作，很大程度上

是将其作为跳板，他们对相关工作并没有很高的认可度，而是

希望借助这一工作岗位汲取一定的工作经验，从而为跳槽从事

其他工作夯实基础形成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辅导员队伍的

幸福职业幸福感真的有待商榷，也正因为如此，部分辅导员对

于相关工作的开展并没有太高的忠诚度，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就是这些辅导员的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受到辅导员原因的影

响，辅导员工作效果不太理想，不能真心实意地为学生提供更

好的辅导，也阻碍了部分职业院校学生的健康成长。 

（三）学生原因：对辅导员存在认知误区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对职业院校辅导员存在的认知误区，

也是辅导员职业幸福感有所缺失的关键原因之一。 

首先，部分学生将辅导员放到了对立的位置上来，他们往

往认为辅导员是单纯来管理自己的，如何逃避辅导员的管理成

为他们在职业院校学习期间的重要任务之一，受此影响，辅导

员难以在学生队伍之中开展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影响了辅导员

职业幸福感的有序提升。其次，部分职业院校学生将辅导员当

成可有可无的存在，他们感觉辅导员的工作并不重要，也没有

配合辅导员的本职工作，这也让部分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难以

得到良好提升，使得辅导员的工作认可度，降低工作归属感，

使得部分辅导员产生离职他就的不良心理，不利于辅导员工作

的有序实施，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成长幸福感，弱化

了学生的自主健康成长。 

四、职业院校辅导员应对职业倦怠培养职业幸福感的反思
对策 

职业院校及其辅导员积极应对职业倦怠，培养良好的职业

幸福感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无论是职业院校管理层，还是职

业院校辅导员都需要优化相关对策，积极从强化学校重视，优

化辅导员保障机制，增强工作认可，遏制辅导员职业倦怠，明

确师生互动，为辅导员营造良好环境等入手，积极对辅导员应

对职业倦怠，培养良好职业幸福感进行对策层面的有效思考。 

（一）强化学校重视，优化辅导员保障机制 

职业院校在辅导员职业幸福感提升的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

的重要作用，不断强化学校重视，积极优化辅导员保障机制是

管理层层面培养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关键对策体现。 

具体措施主要表现在，首先，职业院校管理层需要强化重

视认知，增强重视力度，使得辅导员群体的工作开展能够得到

学校的一路绿灯保障，让辅导员工作开展更为顺利、更具实效，

而强化学校认知是应对辅导员职业倦怠，培养职业幸福感的首

要前提。其次，学校管理层需要结合自身实际，从资金、培训、

物力等多方面入手，架构辅导员保障机制，在资金方面，提高

辅导员的工资待遇，扩大辅导员工作资金保障，让辅导员能够

有更多的活动资金改善工作效果。在培训方面，职业院校管理

层需要优化培训机会，丰富培训路径，让更多的辅导员能够强

化自身培训机制，接触更多先进的培训知识，丰富自己的辅导

技能，进而以这样的方式增强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在物力方

面，辅导员在开展学生工作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资金支持，也

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持，比如：办公物资、活动物资等，职业院

校在物理上提供较多保障，能够让辅导员在工作中大显身手，

也是应对职业倦怠，培养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关键举措体现。 

（二）增强工作认可，遏制辅导员职业倦怠 

增强辅导员的工作认可度，既需要管理层予以努力，也需

要辅导员自身转变自己的工作态度，群策群力，达到遏制辅导

员职业倦怠的效果。 

具体措施在于，首先，职业院校管理层需要立足不断完善

的多元化辅导员工作保障机制基础上，增强对辅导员工作的认

可度，提升辅导员的荣誉感，为辅导员自身工作认可的提升夯

实学校环境基础。其次，辅导员个人也需要真正意识到辅导员

工作在职业院校总体工作中的不可或缺性与重要价值，提升对

工作岗位的归属感与荣誉度，进而逐步遏制辅导员的职业倦怠

现象，以此为前提，使得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得到更好提升。 

（三）明确师生互动，为辅导员营造良好环境 

针对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缺失形成的学生原因，职业院校辅

导员与学生都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明确师生互动，为辅导员

职业幸福感提升营造良好的客观环境。只有如此，才能让更多

的辅导员在师生互动中感受到学生的热情与尊重，提升他们的

工作认同度。 

具体措施主要在于，首先，职业学院辅导员需要强化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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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沟通交流，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就业上，都需要发

挥自己的引导者、沟通者作用，与学生多谈心，多了解学生的

心理状况，关心学生、尊重学生，让学生感受到来自辅导员的

温暖关怀，进而让学生也能够将心比心，尊重辅导员的工作，

从而达到学生尊重辅导员，为辅导员着想，协助辅导员开展学

生工作的良性发展趋势。其次，职业学院学生同样需要转变自

身的认知误区，真正了解辅导员开展工作的不易性，并从尊重

辅导员入手，加强与辅导员的沟通互动，在获取辅导员帮助的

同时，也能让师生互动在良好的环境下开展，使得广大辅导员

的工作实施更有干劲，帮助辅导员走出职业倦怠，培养良好的

职业幸福感。 

五、结语 
职业倦怠对职业院校辅导员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很大程

度上会导致部分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缺失，从而影响相关工作

的有序开展，也对广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形成制约。所以，反思

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缺失表现与原因探索，遏制职业倦怠，寻

求职业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有效举措具有至关重要的研究

价值。基于此，本文在职业倦怠的影响下，积极探讨职业院校

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缺失与反思，希望能够为增强辅导员职业

幸福感，助力辅导员队伍积极发展形成更多举措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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