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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那些辅导员想不通的事 
◆李  冬 

（山东协和学院） 

 
摘要：作为辅导员，当我们需要以一种华丽的引领者姿态去面对一张张

鲜活的脸时，我们的内心世界该是强大的、充盈的。但是，每一位大学

生都是有思想的人，在我们没有达到因为经验丰富而处变不惊时，我们

的心灵花园有时候会偷偷装载悲伤，虽然是一名行者，却会为鞋里的一

粒砂而耽误远足。辅导员是一项需要人生经验的工作，年轻热血的“80

后”辅导员和活跃不羁的“90 后”学生之间，一定会碰撞出种种冲突，

演绎出意想不到的困惑。 

关键词：辅导员；冲突；困惑 

 

 

困惑一：学生就该管得严一点！ 
这几乎困惑过所有年轻辅导员。在我们刚入职的时候，很多

老辅导员都会告诉我们，要对学生严一些，在严的基础上表达自
己的宽容，这才是驾驭之道。事实上，这并非简单的折中，而是
一种在经验基础上总结的智慧。但问题在于，年轻辅导员理解的
“严”和老辅导员理解的“严”并不在同一层次。为了追求立竿
见影的效果，青年人特有的急功近利会走向一个极端，加上老辅
导员的默许和鼓励，所谓的“严”会转化成为某种“暴政”。  

比较合理的方法是：和学生先交朋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沟
通”，让学生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理解我们。一个正直坚守规
则的辅导员会被尊重，我们维护的规则，也会被学生当成道德和
做人的一部分，因而会得到更多的理解。“不怒自威、亲而难范”，
不必因为年轻而不知所措，年轻一样可以立威并被爱戴。 

困惑二：学生不怕我，怎么办？ 
有些辅导员和学生走得太近，甚至“学生不怕我”，增添了

很多烦恼。这是个“度”的问题，怎样保持和学生适度的距离？ 
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既会让人觉得意外，更会发现在情理

之中，这就是：不要让学生进入你的私生活。 
一切从工作出发，一切从师生关系的前提出发，学生对于老

师的认识，会有一种敬畏。一旦进入私生活领域，自己的喜怒哀
乐乃至种种缺点被一览无余——并不是说让学生认识全部的自
己不好，认识是一个层面，参与是另一个层面。只要保证学生不
进入辅导员的私生活领域，一切在师生关系的前提下去谈，即使
一些学生表面标榜“不怕”，其实还是有敬畏心的。 

困惑三：我总担心学生出事！ 
世事无常，只有变化永恒。学生永远不出事？那只是一种愿

望。在辅导员的世界里，处理各种紧急事态有时候甚至超乎承受
能力的应激性事件，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世界上总有很多事
是完全不可控的，这时，畅通的信息反馈机制和强大的学生自我
管理体系，就是辅导员过关斩将的利器。 

消除隐患是经验性工作，早早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打算，
把危险扼杀于萌芽，这种智慧确实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年轻辅
导员一时半刻无法掌握。但是，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和学生自我管
理体系，年轻辅导员完全可以做到。原理是这样的，只要获得学
生的信任，很多问题在刚一露头就会被立刻解决。培养一个好干
部，获得一批学生的尊重，建立畅通的信息反馈机制，能让学生
发表不同意见，让所有的学生相信你做事公正，让学生充分发挥
自己的主动性，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中，你究竟有什么可怕呢？ 

困惑四：有几个特别难管的学生，总会让我难堪！ 
既然我们不可能被所有学生认可，接受学生的质疑甚至挑战

就是一种必然。在随机率决定的世界中，遇到几个让人特别“抓
狂”的学生是必然的。他们有时候会挑战辅导员，有时候让辅导
员难堪，有时候甚至会把年轻辅导员气得直哭。在这里，我们不
是要谈解决方法，而是要谈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认
识。 

方法是慢慢有的，但认识却需要顿悟。这是作为辅导员必然
面临的难题，挺棘手还逃不掉。这时候，选择微笑去面对，宽容
又不失原则，努力去改变这样的学生，这就是我们辅导员要做的。 

困惑五：我的学生不听话，他们不尊重我！ 

不听话与不尊重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宝贝孩子们，即使面对
自己的家人，一方面表现出对自己家长的尊重和爱戴，另一方面
他们也会不听话，你能说这也是不尊重？对辅导员来说是一样
的，学生们独有的做事方法和行为体系，有些行为会表现出直接
顺从，有些行为会表现出不听话甚至反对，但这完全与不尊重无
关。 

可以回想，我们是学生的时候，都是听话的吗？有时候不但
不听话，甚至以逆反为乐趣。但是，在内心中却不是那么回事，
我尊重那些我认同的师长，即使我仍然反感他的做法。 

困惑六：我的学生平时很懂事，怎么突然又这么不懂事了？ 
学生到底懂不懂事？答案是，既懂事，又不懂事。在一些大

是大非的道理上，他们非常之懂事，有时候懂事到让人感动。汶
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成就的“80 后”鸟巢一代，上海世博会
成就的“90 后”世博一代，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下展示出的懂事
一面，让世界为之惊呼。 

困惑七：总有那么一两个学生懒懒散散，自己都不上心，我
又能怎么办？ 

先暂且放下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什么是教育？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教育观，在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希望自己像阳光一
样，给学生们温暖，照耀学生前进，我总认为我可以带出很多才
华横溢的学生。可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我的观念在变化。每一次
顿悟都蕴涵着痛苦的回忆和新思路的冲突，一种大而全的教育观
已经被一种小众教育观念所改变。我现在所理解的教育是，我只
要能改变很少的人，就是很好的教育者。 

回到问题本身，“总有那么一两个学生懒懒散散，自己都不
上心，我又能怎么办？”我会微笑地告诉你，基于以前的教育，
总会有那么几个学生在之前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
失败了，他不听任何人的话。现在到了你这里，你该怎么办？我
只能回答，知天命而尽人事，去尽力改变。 

从年轻辅导员走过，在经历了很多故事之后回头，会发现之
所以很多事情想不通，在于我们的认识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阶
段。当我们静下心仔细想想，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教育生涯，很
多答案就蕴涵在量变引起的顿悟之中。心灵花园中可以有很多鲜
花，也可以横生蔓草，我们可以辛勤耕耘，除去蔓草，抚平伤痕，
重新迎接不竭的阳光。到那时，自会一路烂漫，花香可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