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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基于辅导员心理工作实务需要的校本培训体系建构 
——以中国民航大学为例 

◆牛宏伟 

（中国民航大学  天津  300300） 

 
摘要：调查发现，辅导员对心理学知识和技能的需求非常迫切，主要表

现在与学生沟通、心理危机识别、心理干预、自我压力调节等方面。学

生工作中，掌握所需的心理学知识和技能可以提升辅导员的工作水平，

帮助他们和学生有效沟通，建立良好师生关系，有效解决学生的问题，

做好心理问题的识别和初步干预，也有助于辅导员自身的成长。以本校

辅导员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需求为出发点，以学校的自身特点和

资源为基础的校本培训更能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训内容更有针对

性，是促进辅导员专业化成长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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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8 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纲要》，明确提出“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突显了党和国家
对高校心理工作的重视。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
干力量，自然也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成员。 

因为没有辅导员这一专业，且为了招收的辅导员对本学院的
学生更容易教育和指导，能更快熟悉工作，目前高校在招聘辅导
员时，多倾向于招收与学院开设专业相近的毕业生。因而，在学
生工作心理相关知识技能等方面，除个别考取国家心理咨询师的
辅导员之外，绝大多数都需要补充。 

教育部文件多次强调“要重视对辅导员进行心理健康方面内
容的业务培训”。为了提高辅导员的心理工作能力，首先需要清
楚辅导员在心理工作实务中 需要的心理知识和技能，培训才能
做到有的放矢，正中辅导员需要。已有研究表明，校本培训是促
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有效措施[1]。相较传统培训，校本培训更注
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培训内容更有针对性，更灵活。因此，应以
辅导员在心理工作实务中遇到的问题为出发点，以辅导员所在学
校和学生的特点为基础开展职培训。因此，本研究旨在以中国民
航大学为例，了解辅导员的心理工作实务需要，基于需求建构校
本心理培训。 

二、方法 
（一）调查对象 
以中国民航大学辅导员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 64 份，回收

有效问卷 60 份。辅导员年龄跨度从 23 岁至 32 岁，担任辅导员
的时间从 1 至 7 年不等。男性 41 人，女性 19 人。 

（二）调查工具 
本调查使用自编的《高校辅导员心理工作实务需要调查表》。

调查表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辅导员从事心理工作的现状，包括：
是否获得心理辅导相关资格、心理工作实务中的困难、接受心理
培训的经历等；二是辅导员心理知识和技能需求，包括工作中对
心理知识技能的需求程度、期望获得有助于工作的心理知识和技
能、期望获得的个人自助的心理知识和技能等；三是辅导员对心
理培训的看法，包括：以往培训的不足、对培训的建议等。 

初稿共包含 20 个项目。经过 3 位辅导员初测后反馈意见，
对部分项目改变修辞，使语义更明确，删减部分题目，形成 18
个项目的 终稿。其中个人基本信息 5 项，辅导员心理工作现状
4 项，辅导员心理知识技能需求 5 项，辅导员对心理培训的看法
4 项。 

三、结果与分析 
（一）辅导员从事心理工作的现状 
调查发现，辅导员心理工作实务中存在困难主要为缺乏相关

的知识和技能，不知如何处理；其次为缺乏专业的督导，不知处
理是否恰当；三是缺乏心理工作交流。接受过长时间较系统的心
理培训或获得国家认证的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比例不足 15%。 

（二）辅导员对心理学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调查发现，辅导员对学生工作相关心理知识技能的需求十分
强烈。认为掌握学生工作相关的心理学知识技能“非常必要”的
辅导员占 27%，认为“有必要”的占 55%，认为“必要性不大”
的占 16%，认为“无必要”的占 2%。 

辅导员希望获得的心理知识和技能顺序依次为：对学生的沟
通辅导、心理危机识别、自我压力调节和成长、简单心理干预。 

（三）辅导员对培训的看法 
对以往心理培训不足的看法依次为：缺乏针对性的占 40%、

缺乏操作性的占 32%、形式单一的占 22%、缺乏交流的占 6%。 
综合辅导员对培训的建议，可汇总为：培训要可操作、实用、

针对本校实际、形式多样、辅导员间讨论互动、有具体案例督导。 
辅导员希望的心理培训频率为每学期一次的占 35%，每月一

次的占 45%、其他的占 20%。希望的心理培训时长为每次半天
的占 52%、每次 2 小时的占 37%、其他的占 11%。 

四、讨论 
（一）调查数据表明，辅导员接受过较系统的心理培训或国

家认证的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比例很低。这造成辅导员心理工作的
知识和技能缺乏和不系统。培养辅导员的心理教育能力是新时期
辅导员工作的必然要求[2]，国家对人才全面发展越发重视，心理
工作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辅导员能意识到学生
的心理需求，也希望“引导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
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但是辅导员已有心理知识技能
难以满足学生工作的需要，这必然降低辅导员心理工作的有效
性，进而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调查数据表明，辅导员使用心理知识技能解决学生心
理困扰和促进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需求迫切。同时，除了助他需
求之外，辅导员还迫切希望获得能够自助的心理知识技能，缓解
工作生活压力，增强自我认知和个人成长。辅导员的心理状态直
接影响着工作的成效，进而关系到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3]。因此，
对辅导员的培训，应增加气质、人格等方面有助于自我认知的心
理测验和团体活动，以及在面对工作生活压力时自我调节的知识
技能。 

（三）建构基于辅导员心理工作实务需要的校本培训。辅导
员 希望每月安排 1 次时长为半天时间心理培训，希望针对本校
实际、形式多样、辅导员间有讨论互动和有具体案例督导。督导
是促进辅导员心理工作能力提升的有效方法[4]。传统的外出培训
难以及时有针对性地满足这些要求，而校本培训是以辅导员所在
学校为基地，以辅导员工作实务中的难题为出发点，以本校心理
专家和辅导员为资源，可及时灵活有效有针对性的开展培训，是
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教师继续教育的必要途径[1]。校本培训更
注重理论结合实践，培训内容更有针对性，形式多样。本研究表
明，辅导员希望获得的心理知识技能为：对学生的沟通辅导、心
理危机识别、自我压力调节和成长、简单心理干预。因此，校本
培训应针对以上四方面内容，建立培训子目标，采用网上学习、
专家督导、经验分享、小组讨论、体验活动、案例研讨、课题牵
引等方式，并科学评价培训效果，根据不足改进培训内容和方式，
建构动态的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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