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115

高校思政辅导员职业倦怠成因分析及干预对策 
邵圣丹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江苏苏州  215600） 

摘要：我国高校辅导员是学生最为熟悉的一位教师，高校辅导员处理的工作较为繁杂，工作量也比较大，长期处在高压的状态
之下工作经常导致职业心理倦怠的情况出现。高校辅导员造成职业倦怠的心理是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的，有教师自己的原因，
有学生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但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从来不能掉链子，否则将会引起连锁负面反应。为了更好的发
挥高校辅导员的作用和岗位职责，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干预的前提就是要分析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本文围绕着高校思政辅导员职业倦怠成因分析及干预对策展开论述，希望能为有关人员人员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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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高校思政辅导员队伍普遍存在的职业倦怠感主要表现为

人格解体，职业低自尊感，低成就感和情感耗竭等现象，这些不同
的职业倦怠表现都会导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无法正常的运行，人才
培养质量也无法进一步拔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和重
构，高校教师都面临着越来越繁重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思政辅
导员队伍主要是为学生培养正确的三观做出自己的努力，培育学生
正确的世界观和民族精神，树立良好的道德素质，这些都是思政辅
导员队伍应当主要承担的职责，可以说高校思政辅导员队伍的工作
情况如何会直接影响着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的质量和形式。在新的社
会背景之下，面对着鱼龙混杂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学生的思想
道德观念也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状况，必须要守好思想政治高地，发
挥辅导员的作用才能为高校的健康运行打下基础，因此必须要加强
对辅导员职业倦怠因素的分析，降低其负面的作用和影响。 

一、职业倦怠及其解释 
在研究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何为职业倦怠。职

业倦怠这个词语是 1974 年美国心理学家首次提出的，并把这一概
念引入了心理学的领域，认为职业倦怠是指在为人类服务的某个职
业领域之中个体的情感枯竭和人格解体现象导致的结果是多方面
的，比如成就感降低、道德感下降等不良的症状。情感耗竭指的是
个人过度消耗了情感资源，导致精力的过度丧失，人格解体指的是
对待教育对象或者服务对象呈现出疏离或过度疏远的情感，个人职
业道德感和成就感下降则指的是个人认为自己不具备胜任工作的
能力或者胜任工作之后不具备应有的成就感[1]。长久以来，师者所
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教师都是人类灵魂
的工程师，也是帮助人类积极向上的职业，但是这一职业在长时间
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之中已经成为了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思想政治
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倦怠也受到了多元化思想道德文化和意识背景
的影响，很多教师在高校中工作经常面临着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和
较为多变的工作任务，很多教师不能够应对或排解工作压力就会产
生一种消极的对抗心理，这种对抗心理长期积压在心里就产生了情
感态度的变化和衰竭[2]。具体而言，职业倦怠有三种典型或非典型
的行为表现，首先是情感衰竭，情感衰竭经常表现出暴躁易怒，面
对学生或面对工作任务出现较重的疲劳感，缺乏灵敏程度和容忍程
度，包容性显著下降，整体工作状态呈现出一种无助感，对工作冷
漠厌世悲观，甚至对工作岗位产生了完全否定的情绪；其次是人格
解体，人格解体最主要最明显的体现是对社会交往的逃避和消极否
定，对待学生来说，很多教师对学生的行为会采取麻木不仁或者挖
苦讽刺的情况，用一种讥讽或攻击的态度对学生进行谩骂或者滥用
体罚。而低个人成就感和低职业自尊感则指的是认为自己所从事的
思想政治教育岗位工作没有价值，也就是认为思政工作不具备预期
的作用，将其看作是重复的劳动，甚至看成是糊口的营生，并没有
找到职业的存在价值，认为自己来工作或是别人来工作都没有什么
区别，也觉得教师这个岗位无法给学生的未来前途以及人格转变带
来积极的影响。职业自豪感呈现出较为匮乏的状态，甚至通过不良
的横向比较，还认为自己的职业低人一等[3]。因此作为高校来说，
必须要切实关注并研究思政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倦怠情况，分析其成
因，按照思想政治教学的相关要求去约束教师，引导教师。 

二、高校思政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具体表征 
下面我们来分析高校思政辅导员形成职业倦怠心理的具体表

现和表征： 
第一个方面形成职业倦怠的高校思政辅导员往往存在着较为

严重的抱怨情绪，用消极的态度来抵触和逃避工作。目前很多高校
的辅导员在思政岗位的工作中牢骚满腹，出现了抵抗的情绪，由于
学校的物质待遇或者其他方面的条件原因，很多辅导员不满意当前
的工作状态或人际环境，这种情况之下辅导员容易，把其他人当做
发泄的对象，甚至对工作本身的内容产生较为严重的抗拒，但是很
多思政教师又碍于人情往来的面子或者其他方面的体制原因，不能
够对自己的上级领导提出意见，只能够把情绪宣泄到无辜的学生身
上，在这部分教师眼中，学生只是被管束被教育的对象，并不是一
个有独立思想甚至是有独立自尊的个体，对学生采取较为消极冷漠
的态度，用错误的姿态否定学生。 

第二个方面是来自于工作压力太大，很多教师无从入手。虽然
目前的思政辅导员工作和专业课教师工作的内容并不一样，他们仅
需要管理学生并且教授思政课专业内容，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高
校教学体制的变革，目前我国对高校辅导员的要求是越来越严格
了，这也给思政辅导员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压力，很多辅导员为了
准备阶段性考核经常容易感到体力透支，精神压力太大，同时对于
学生在上学期间表现出的各式各样的心理问题，很多思政辅导员并
没有能力去全权负责和解决[4]。我国高校的辅导员很多都不是心理
学专业教学出身，不具有心理学专业知识背景，因此他们不可能第
一时间之内发现学生的问题之所在，即便是发现了问题也找不到合
适的对策去解决，作为思政辅导员常用的工作方式就是批评教育谈
话，向学生宣传一下好的政策和方针，讲一讲人生哲理，这些枯燥
乏味的方式学生早已经厌倦，起不了实质性的效果，学校方面虽然
对此要求较高，但是辅导员并非科班出身，想做专家型的教师并不
容易甚至不现实。辅导员在繁忙的学生管理工作之余还必须要抽时
间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情况显示来看，辅导员
包含的工作内容本身就非常宽泛，在形式上较为繁琐，针对不同的
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工作内容可以说是迥然不同。站在学生的
角度去想问题，学生本身的适应能力、心理干预活动、文体组织活
动、社会就业活动、职业生涯规划等各种各样的板块都需要辅导员
全权负责听取意见，因此高校思政辅导员团队长期处在疲于奔命的
状态之中，听取不同部门的横向要求，并做好上下联通，左右通达，
本就繁重的工作增添了许多压力，工作上任务的应接不暇会导致辅
导员工作队伍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怀疑，如果得不到合适的排遣和
输出，就容易产生悲观消极的情绪和心理，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
热情，消极怠工的情绪就此产生。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辅导员缺乏自我效能感，这也是职业倦怠
的主要显现甚至是主要表征之一，按照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的观
点，每个人都能够对自己即将要做出的行为或者即将要达成的目
标，拥有合适的信念和感应，这就是个人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
感关系到个体的目标实现情况如何，它可以及时并高效的调节人体
的神经元，对各个方面的行为控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一般来说，
如果教师团队具有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就会表现出对工作岗位的成



高等教育 

 116 

绩，信心十足，在坚定的信心保障之下坚持自己；相反如果一个教
师缺乏岗位效能感那么就会产生相反的情况，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缺乏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同时也就不愿意付出努力为之奋斗，最终
的结果和取得的成绩肯定不是理想的[5]。自我效能感的高下和个体
的成败经验数量来说是息息相关的，作为高校的思政团队辅导员工
作本身就繁杂，学校领导层又经常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行政要求，在
这一过程中，很多教师并不能够静下心来沉淀下来，吸取这段时间
工作的开展经验，有些教师在工作上无法得到上级的鼓励和肯定，
这就造成了很多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下降，成就感下跌，进一步让他
们的自我评价下降，在教学中甚至产生了畏惧心态和鸵鸟心理，无
法往新的思想领域和教育领域进一步迈进。 

三、高校思政辅导员职业倦怠成因分析 
鉴于我国很多高校的辅导员在具体开展思政工作时都表现出

了职业倦怠感，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职业倦怠感的背后成因进行具体
的分析： 

（一）工作难度较大 
工作难度较大是教师产生职业倦怠感的重要因素甚至说是罪

魁祸首，我国教育水平在不断的上升，高校的扩招趋势正在越来越
明显，但是高校的学生人数增加并不意味着高校教学资源会因此而
匹配，这就会导致高校僧多粥少，良好的教学资源和师资配备无法
均分给每一个学生。教学资源的不足让每一位思政辅导员所承担的
岗位工作就越来越多，不同专业所配备的辅导员人数较少，一般一
个专业就只有一位辅导员，甚至有些学校是几个专业共用一个辅导
员，这也就意味着每一名思政辅导员最少需要管理 300-400 名学生
[6]。大学生正处在青春发育期，生性活泼好动，对外界的生活充满
了好奇，再加上学生在校期间需要学习课程任务繁重，如果在生活
中出现了想不开的心结，容易产生心理问题，找不到情绪的抒发口，
这部分的问题往往无法得到高校辅导员的及时观察和重视。 

（二）心理素质不过关 
高校思政辅导员出现职业倦怠感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心

理素质不合格，辅导员面对的教学对象也就是学生人数众多，在管
理的过程之中教师不可能全方位的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在工作
中遇到困难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如果辅导员不能够对困难进行有效
克服，在困境中不能增长逆商，就容易在日后的工作之中感觉到灰
心丧气，一遇到困难就退缩，甚至排斥思想政治工作，怀疑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是否真的具有价值，职业倦怠感较为明显。比如有些学
生进入到校园之后表现出不爱学习的情况，本应当上课学习的时候
是在网吧打游戏，还有的学生比较注重社会性实践活动，很多时候
都在牺牲上课时间用来兼职打零工赚零花钱，这部分的学生走两个
极端都是需要管控和教育的对象[7]。思政辅导员队伍在面对不同类
型学生管理的时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这一过程需要耗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普通的思政教育工作大多采用正面批评或处分警
告的形式，这种对于教学对象的严肃管控并不利于师生的沟通和引
导，相反会增强学生的反叛心理，根本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
辅导员工作也难以见到成效，达不到理想的工作，期待和工作程度
会导致辅导员的自信心受阻，从而使得职业倦怠感产生。 

（三）职业价值存在矛盾感 
职业倦怠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职业伦理和职业价值感没有被

满足导致的，如果教师会感觉到自己所存在的思政教育岗位，对于
学生对于学校管理来说的确是重要的，那么在他们的内心就会燃起
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反之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被摆在边缘化
的地位，那么与之相匹配的思政教育工作者自然就不会感觉到满足
感，而是认为自己的工作无关紧要。目前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意识
形态不断多元化的背景之下，高校领导者和管理人员要多多关注这
些曾经被边缘化的学科，不能够再重视科研或者只抓科研而不注重
对学生公共课以及思想道德的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德育工作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经常是领导喊空口号，学生感到非常反感，教师
也偷懒，这几部分情况叠加在一起就好像思想政治工作从来没有起
到过实际的效果，它只是在学生生命中停留的过客。从这里可以看
出思政辅导员整体社会地位较低，和专业课教师不想匹配，甚至其
福利待遇和工资待遇也会受到影响，这些情况都会引发思政教育工

作者怀疑自身的职业价值，再加上辅导员在津贴分配、岗位培训、
人员晋升等多个方面缺乏硬性的制度保障，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职
业并不具有安全感和保障感，辅导员缺乏学术论文和理论研究成
果，工资收入较少，家庭负担却较重，形成恶性循环，造成思政辅
导员岗位发展空间太小，职称职务级别太低，倦怠感很难不产生。 

四、高校思政辅导员职业倦怠干预对策 
（一）加强对岗位职责的明确，建立合理的辅导员制度 
解除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心理倦怠需要用到科学的研究方法和

心理学技术，对辅导员的工作职责以及未来发展规划进行明确。有
关部门可以考虑到在不同的学校内部设置校本课程，针对高等院校
的地域层次差别进行全方位的调研，让高校辅导员心理职业倦怠问
题得到良好的解决。比如打造更加人性化的思政工作职称评价体
系，对于辅导员来说很多思政辅导员的工作任务相对繁多，没有足
够的时间展开其他的科研项目，这也就让他们迫不得已的无法和其
他教师进行竞争，如果不为这部分辅导员进行科研评价体系的改
革，那么辅导员的向上竞争就是不公平的，也没有任何的优势。 

（二）保持良好的心态 
保持良好的心态是作为高校思政辅导员必须要具备的心理素

质，无论是在学生管理工作之中还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一个
良好的心态是重要且关键的。辅导员的工作强度和工作任务都比较
大，工作对象五花八门，学生各有各的性格，班主任需要承担更加
繁重的责任，长此以往在身体透支的状态之下会导致身心疲惫状态
受到影响，因此作为高校辅导员一定要在工作中保持良好积极乐观
的心态，用耐心和爱心去浇灌每一位学生的心灵，同时还要保证自
己的身体素质足够健康。比如在业余的时间，辅导员可以和学生一
起打羽毛球、打篮球，既可以增进与学生之间的友情，又可以更好
的展开思政教育工作，找到思政教育的切入点。 

（三）展开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活动，提高辅导员素质 
消除辅导员的职业心理倦怠感可以通过职业培训的活动来达

到此目的。教育行业若要长久的吸引辅导员驻足，吸引良好的教育
工作者加入其中，可以通过入职培训的项目帮助他们获得新生和全
新的职业希望。具体而言，在我国高校可以开展大致分为两类的培
训活动，一种是职业技能培训，另外一种是辅导员脱产学习和进修
培训，职业技能培训指的是通过参观讲座研讨会等不同的形式展示
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的最新成果，传授工作经验，由辅导员手把手
的向学生班干部传授经验，做好带队作用；脱产学习和进修则是为
辅导员的综合能力做好了提升的准备，提高辅导员的整体素质和专
业团队素养，经过脱产学习和进修能够让高校辅导员防止由于角色
的多重性造成身心疲惫的现状，提高教育科研水平和力度。 

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思政辅导员产生职业倦怠感是由于多方面的原

因导致的，有关工作人员要仔细分析辅导员团队职业倦怠心理的具
体形成因素，并找到合适的方式去干预，解决辅导员心理方面的诸
多困惑和后顾之忧，为辅导员公平竞争、自我学习、做好学生管理
工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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