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7 

Education Research 

浅析转设背景下辅导员职业角色——“引导者”的扮演效果 
 

葛余峰  喻荣彬* 

南京医科大学 

DOI:10.32629/er.v3i7.2994 

 

[摘  要] 根据《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教发厅〔2020〕2号)内容指出,独立学院

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办学模式,为我国扩大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培养急需应用型人

才、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独立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法

人地位未落实、产权归属不清晰、办学条件不达标、师资结构不合理、内部治理不健全等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为此要求独立学院结合实际,探索适合的转设路径,促进高

等教育朝着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转设工作要求一经提出,于独立学院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俗话说：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辅导员作为独立学院稳定健康发展以及学生培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转设新形势下其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引导者”角色扮演效果的好坏对独立学院在转设过程中如何做

到学生群体、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基于自身工作的独立学院对现有辅导员进行访

谈调查,并从概念介绍、现状与影响因素描述出发,探析改善转设期辅导员“引导者”角色扮演效果建议,

从而保证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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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阐述 

1.1独立学院转设 

独立学院给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在发展过程中

也显露出不足,如：长期陷于公办与民办

模糊不清的尴尬处境、社会认同感较低

等,这些不足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健

康发展。据此,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方案

要求,指引着独立学院的转型发展,分

为：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公办普通本科

高校；终止办学。 

1.2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是一种综合性、创造性的

互动活动,人们通过进行角色扮演活动,

可以分享和感知经验与心得。从心理学

角度来看,角色扮演是指个人具备了充

当某种角色的条件,承担和再现角色的

过程与活动。 

1.3辅导员“引导者”角色 

《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

(暂行)》指出：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

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

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

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

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

知心朋友。从中可以看出,辅导员是学生

在高校阶段中的重要一员,应是扮演且

发挥着正向能量、作出正确指引的人物

角色,是学生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引

导人。 

2 转设背景下,不同阶段辅导

员“引导者”角色扮演效果现状 

2020年5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

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

进一步督促要求全国各独立学院于年

底制定出转设方案。《方案》的出台在

独立学院教职工、学生、家长之间引起

广泛关注、探讨及对各自未来的担忧。

作为一线学生管理者——辅导员,在这

个时期,既要面对学生、家长的不断咨

询,也要应对来自家人的关注和自身内

心的想法、情绪,加之日常大量的工作

内容,易使其身心疲惫,工作效果下滑,

进而使得“引导者”角色扮演效果失衡。

综上所述,基于院内访谈调查,将辅导

员入职工作年限进行划分,描述不同阶

段辅导员在转设期内职业角色——引

导者扮演现状。 

2.1入职初期 

刚刚进入辅导员这一工作岗位的人

员,绝大多数都是刚从高校毕业的“社会

新人”。对于他们来说,辅导员这一岗位,

让他们不至于一毕业就面临失业,环境

和上学时候相当,工作性质稳定,心理上

易得到满足。此时的他们处在如何做好

工作的学习阶段,且对工作内容和工作

对象充满了新奇、热情、干劲,可以为扮

演好“引导者”这一角色定下良好的学

习、心理和行为基础。独立学院转设方

案的出台虽然可以引起他们的关注,但

不足以影响他们做好现阶段学生管理工

作,不足以影响他们的工作热情,从而他

们在初期对辅导员作为学生“引导者”

角色的理解也就不会出现杂质。 

2.2入职3—5年期 

从工作实践中观察得知,这一阶段

的辅导员已经可以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到

工作中去,充满干劲,主动寻找提升学生

管理效果的新途径,探索学生管理新领

域,体现自身价值。他们多数未成家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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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成家,因此在工作心理方面,将90%的

注意力都放在学生身上,以学生成长为

主,竭尽全力帮助学生进步,展现自身工

作成效。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辅导员工

作态度积极向上,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

憧憬,其引导者扮演是积极的。 

2.3入职5—8年期 

从访谈结果分析,近83%的辅导员处

于徘徊状态。他们工作状态相对平静,

前进幅度小,在兼顾工作的同时还需兼

顾家庭,个人精力被分散,心理上追求的

是工作和家庭两方面平稳,还希望有一

点自己的私人空间。当独立学院转设方

案的进一度加快,给予他们更多的是思

想上的负担,这将进一步分散他们的个

人精力,担忧着自身何去何从,因为此时

的他们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重新

就业在年龄上已经不具备优势。当其精

力分散,加上求稳和担忧学院何去何从

心理主导,对于学生的引导教育将不会

深入进行,追求的是将事务性工作完成、

学生平安即可,致使应在深入理解其职

业角色并进一步提升效果的时候,无法

升华,进而“引导者”角色扮演效果依旧

如前甚至下滑。 

2.4入职8年以上 

这时的辅导员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和能力,物质上有一定的积累,能兼顾好

家庭和工作,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新突破,

即职称、职务晋升或考去更好的高校,

这样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好的平台,增加

经济收入,提升幸福感。面对独立学院转

设,对于有一定人脉和消息来源的他们,

可以冷静分析,处变不惊,不会因担忧而

打乱现有工作节奏；对于辅导员职业角

色性质的认知也有自己独到见解,在为

人师表、立德树人方面可以很好的统筹

兼顾,将角色效果提升到学生满意、家长

放心的层面。 

3 转设背景下,辅导员“引导

者”角色扮演效果影响因素 

3.1个人心理因素 

(1)入职5年内的辅导员,内心充满

了热情,富有活力,不惧困苦。他们刚刚

步入社会、步入工作岗位,正处于“饥渴

阶段”,即对如何适应工作者的身份、适

应社会,如何快速积累工作经验、学习工

作和为人处世的技能充满了渴求；他们

普遍年龄都在25-30岁左右,占有年龄和

学历优势,纵使学院转设方向最后差强

人意,可以选择跳槽至其他单位。 

(2)工作5-8年期的辅导员,工作刚

刚稳中有升,心理上较为注重的是家庭、

社会对其工作的认可度。独立学院转设

的三个选择,也让他们为自身未来身处

何种性质的单位、有没有工作担忧,从而

出现精神疲劳状态,易影响工作,不利于

其职业角色的认同。 

3.2独立学院本身 

《方案》明确出独立学院均需在年

底前出台具体转设方案,与此同时,全国

各地也先后有独立学院转设完成。面对

此情形,还没有制定出明确转设方案的

学院,易出现内部无根据的议论,使得教

职员工人心惶惶,严重时会造成工作敷

衍懈怠。对于学生主管群体的辅导员如

果经常处于信息不完全、谣言的氛围中,

也将不利于这一群体的稳定,进而会造

成学生教育管理质量的下滑。 

4 转设背景下,提升辅导员“引

导者”角色扮演效果建议 

4.1尽快制定出本学院转设方案 

独立学院应尽早谋划,对接所在省

市政府部门和母体高校,拟定转设方案

草案,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征集学院各

层面人员意见,形成终稿上报主管部门,

让教职员工、学生、家长真正看到方向,

稳定人心,保障转设期内的学生工作能

够很好的进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4.2深化对辅导员工作的理解 

(1)辅导员需要养成不断学习培养

新能力,丰富自身储备,认真钻研的习惯,

包括个人学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专

业知识等能力提升,从业务型向专业化、

专家化方向转变,从而打下良好的辅导

员工作根基,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优质

的知识与能力教育引导。 

(2)认真研读辅导员制度的历史与

现今国家主管部门出台的关于辅导员工

作的相关文件,从中领会出“辅导员”真

正内涵与重要性。 

(3)摆脱陈旧的管理者居于高位的

不适宜想法,明确清楚工作方向是引导

教育,应以学生为本,引导他们学会如何

学习,注重学生独立自主能力的培养,采

用多表扬少批评的方式引导学生发现自

身优势与不足,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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