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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工作是战斗在学生工作第一线集

领导、管理、教育和服务于一身的职业，在大学生成

长成才过程中扮演着领导者、管理者、教育者和服

务者的角色。高校辅导员的能力有别于专业教师

的能力，成功的辅导员不仅要具备领导者的能力，

管理者的才干，还要具有教育者的素质和服务者的

意识，四者的有机结合构成高校辅导员“四位一体”

的能力模式，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和辅导员的专业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 领导者的能力
领导者的能力简称为领导力，是领导者在洞察

组织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的领导资源

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能激发、教化、引导被

教育者去追随，去实现组织共同目标的合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领导力理论的发

展和社会对领导力的重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

亚等国家先后提出了“教师成为领导者”的理念，强

调教师领导力培养的重要性。在美国，近几年有关

教师成为领导者的理论及其实践研究硕果累累，教

师成为领导者的观念已被教师自己和研究者广泛

接受。［1］从事高校学生工作的辅导员是教师队伍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的工作性质赋予了其多重的

角色，相对专业教师而言，辅导员的领导力集中体

现在实践工作中，辅导员领导力的运用与发挥程度

直接关系到学生工作的效能。在领导力定义的基

础上，辅导员的领导力可以解释为：辅导员通过外

在教育手段和内在人格魅力，对学生施加影响并赢

得其追随的能力，是辅导员与学生之间为了学生全

面发展而形成的良性互动合力。结合辅导员领导

力的定义，辅导员的领导力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

（一）决策力

辅导员的决策力是指辅导员根据学生过去的

情况和当前的条件，在对未来发展情况做出科学预

测的基础上，对未来目标、手段、方法做出判断和选

择的能力。辅导员既要对学生日常进行管理，又要

对学生活动进行调控，决策力的运用直接关系到工

作开展，承担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的高

校辅导员应该充分运用自身决策力，结合社会发展

趋势和学生实际状况，加强学生适应性教育，培养

学生各方面能力，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做出规划，为

学生的就业提供指导，引导其健康良性地发展，以

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

（二）执行力

辅导员的执行力是指在辅导员对学生进行日

常教育和管理过程中，及时有效地执行主管部门和

职能部门教育教学政策、方针和决议的能力体系。

辅导员的执行力不是单一的某项具体能力，而是一

种宏观的能力体系。辅导员的执行力强调的是执

行的实效性和时效性。前者突出对于事件的把控

程度和处理方式，后者着重执行的快捷与变通。［2］良

好的执行力是辅导员高质量完成工作的核心，是高

校思政教育工作壮大和发展的有力保障。

（三）凝聚力

凝聚力是辅导员在日常的班级管理过程中通

过个人的影响力对班级成员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它不靠人们的主观意识

臆造出来，而是辅导员在与学生长期共处之中自然

形成的。江泽民曾说:“只有在全党同志和全体人民

中牢固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不断增加凝聚力

和战斗力，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取得成功。”辅导员

只有不断发挥自身对于学生群体的凝聚力，才能形

成学生对班集体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归属感，一旦

形成这种凝聚力的良性循环，辅导员的管理效能就

会倍增。

二 管理者的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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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是高校基层管理者，承担着对班集

体和学生的管理任务，离开专门从事学生管理工作

的辅导员，高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就难以维系，辅导

员管理才干的成长包含管理理念的更新和管理方

式的创新两个层面。

（一）更新的管理理念

传统的管理理念是以规章制度作为依据对学

生施加管理，用“死”的条文来约束“活”的学生，虽

然也曾一度效果明显，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

改革，教育对象的不同往日，这种理念所存在的弊

端也日益凸显，如果照搬“条款式”的管理模式，辅

导员管理职能很难有效实现，为此，更新管理理念

势在必行。

1、人本化管理理念。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兴

趣广泛，生活多样，传统的教条管理早已适应不了

学生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辅导员与时俱进，树立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结合学生思想、学习、生活

实际，对学生施行人性化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

就是把培养社会需要的富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

“人”作为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要求对学生进行管

理时注意方式方法，根据个体差异，运用不同的管

理方式，充分发挥学生内在的优势和动力。

2、民主化管理理念。民主化进程是社会进步

的重要标志，辅导员的民主管理模式是树立学生本

位思想的现实要求，当代大学生参政意识浓，民主

观念强，辅导员要善于运用学生对民主的追求，公

平、公正、公开地开展各项工作，充分发挥民主的管

理理念，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的主人翁意识的形

成，还有利于自身威信的树立和班集体凝聚力的增

强。

（二）创新的管理方式

辅导员管理效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管理方式

的不断创新，传统的“管教”方式强化辅导员在管理

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学生的能动反映，而规章

制度又只是强调辅导员在管理过程中的理性思考，

忽略了学生也有感性认识，将“管教”变为“指导”，

将“制度管理”与“情感激励”有机结合，是新时期辅

导员管理方式的创新。

1、指导性管理方式。指导性管理要求管理者

和被管理者之间建立起新的平等的人际关系，辅导

员不再是以高高在上的“师道尊严”用我说你做的

方式去实施管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尤

其对学生干部，要将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左右手，一

方面要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发挥其管理才能，

另外一方面更要充分地信任他们，让他们独立自主

地开展工作，这时辅导员的工作则主要集中在组

织、协调和宏观指导上。

2、情感激励管理方式。科学有效的管理除了

采用完善的制度管理外，情感激励也是管理方式的

重要方面。人是感情的动物，感情的渗透有利于弥

补冰冷的制度所带来的不足，尤其是现在大学生心

理问题严重，心理承受力弱，叛逆心理强，单一的制

度管理，往往适得其反，在管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学

生的实际情感因素，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其进行正面

的情感激励，使其更易于接受制度的管理，乐于自

我约束和自我激励，从而提高管理的成效。

三 教育者的素质
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

者的素质是辅导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辅导

员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教育职能的实现程度。辅

导员作为教育者在教育职能上与专业教师教育职

能的差异性决定了辅导员不仅要重视专业理论知

识的教育，更应在具体的实践环境下施加教育影

响，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在学生的工作学习上，在

教室，在寝室，在课内，在课外，在有利于学生教育

的任何场合，任何时间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

育。辅导员教育职能的特殊性也向辅导员的教育

素质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这种特殊要求是专业教师

基本素质的一种延伸和深化，具体来说，辅导员作

为教育者应具备三种素质：职业素质、专业素质和

发展素质。［3］

（一）职业素质

辅导员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引路人和

知心朋友，是与学生接触最多，对学生影响最深远

的教育者之一，良好的职业素质是适应新时期高校

学生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的重要因素。坚定的政治

立场，良好的敬业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渊博的文

化知识，较强的综合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辅导

员职业素质的根本要求，只有具备这些素质，才能

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扮演好政治上的引导者、思想

上的教育者、行动上的管理者和心理健康知识的传

播者等多重角色。

（二）专业素质

高校辅导员的专业素质是高校辅导员专业发

展的核心内容和要求，高校辅导员专业发展实质上

是辅导员的内在专业素质结构不断更新、演进和丰

富的过程。辅导员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辅导员专

业素质结构的复杂性,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辅导员专

业素质结构的不可知性。从国内外专业素质结构

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尽管每一结构体系的具体构成

韩 伟，寇荷超：构建高校辅导员“四位一体”能力模式 ·· 121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3卷

要素不尽相同,但就共同点来说都包含了专业信念、

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纬度，它们作为专业素质

结构的基本要素已得到广泛认同。[3]

（三）发展素质

高校辅导员的发展素质是指在从事思想政治

工作的过程中，辅导员自身发展的方向以及所具备

的发展性的思想、观念、素质和能力的总和。现代

社会是学习型社会，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必须树立终

身学习、勇于创新的观念，作为教育者的辅导员必

须以行动来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潜移

默化的作用，因此辅导员的发展素质涵盖了终身学

习的理念、创新的能力、强烈的竞争意识、敏感的信

息观等方面。[4]

四 服务者的意识
胡锦涛指出：“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推

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教

师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

的教育。”传统的教师理论将教师地位诠释为“德配

天地，位比君亲”，将师生关系定义为“一日为师，终

生为父”。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师生关系

也应辩证地看待，学生在尊师重道的同时，既是教

育的对象，也是教师服务的对象。对于高校辅导

员，树立学生服务意识更是对“一切为了学生，为了

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教育理念的践行。高校

辅导员树立服务意识，是时代的进步，也是辅导员

工作的高层次标准，这就要求辅导员要具备正确的

服务理念和较强的服务能力。

（一）服务理念

高校辅导员的教育是为大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服务的，服务是辅导员工作的宗旨，所以辅导员应

该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树立全新的服务理念。只

有辅导员真正树立起为学生服务的理念，才能启发

培养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想象力和创造力。当

代大学生个性鲜明，独力性强，对自由与平等的追

求程度已经不同往日，这要求辅导员尊重学生个

性，以学生为本位，思想上引导学生确立积极的人

生观，强化学生优势，增强学生自信，学习上激发学

生学习动力，明确学习目标，探索学习方法，生活上

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树立远景职业规划，用乐

观的心态面对人生。

（二）服务能力

服务理念的建立是服务意识树立的基础，而服

务能力的增强则是服务意识树立的根本。增强辅

导员服务能力不仅需要辅导员自身提高其素质，而

且需要高校对辅导员进行专业培训。辅导员在服

务学生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

要辅导员不断学习，在实践工作中，勤于思考，善于

总结，通过理论的学习，实践的锻炼，增强服务学生

的能力。另外，高校对辅导员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

培训，通过专家的专题讲座，学者的学术研讨，同行

的经验交流，增强辅导员的理论素养，使之指导其

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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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counselors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leadership，management，education and service.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es of college counselors’competence，this paper proposes college counselors construct a

“quaternity”model of competence，that is，the leader’s capability，the administer’s ability，the educator’s quality
and the server’s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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