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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与导师

— 地方本科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张力批判

黄
,

志梅
(泉州师范学院 学生处

,

福建 泉州 3 6 2 0 0 0 )

【摘 要」身处基层的地方本科院校辅导员在角色定位上出现
“

保姆
”

与
“

导师
”

的张力
,

其中
“

保姆
”

角色居于主导地位
,

“

导师
”

角色退于边缘位置
。

究其原 因
,

有主观
、

客观和环境方面的 因素
。

因此
,

只有环境上凸显辅导员的
“

导师
”

角色
,

建立人

性的辅导员升迁与分流机制
,

主观上提高辅导员的 自身素质
,

才能走出困境
。

【关键词】保姆 ;导师 ; 辅导员 ;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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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辅导员制度实施 60 多年以来
,

在服务学 员承担
。

辅导员职业化并不职业
,

辅导员 的专业学

生
、

培养学生
、

稳定社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术地位越来越低
,

研究生学历的辅导员
,

承担的却

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初见成效
,

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感 是初中文化程度就可胜任的工作
,

似乎任何人经过

增强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

辅导员特别是地方公立 短期的培训就可以任职
,

辅导员成为一种容易被非

本科高校的辅导员在角色定位方面却出现困境
,

即 专业人员取代的职业
。

保姆与导师的矛盾
。

(三 )付出无边的工作时间

一
、

辅导员角色的
“
保姆

”
特征明显 专任教师与专职辅导员相比

,

除了备课与科研

保姆是指为小孩或老人服务的家政服务员
,

本 之外
,

专任教师的自由时间较多
,

科研与进修比较

文的
“

保姆
”

是指高校本科生的专职辅导员过份守 灵活自主
,

而专职辅导员除了工作 日要上班以外
,

护学生的角色功能
。

实践中
,

高校管理把辅导员看 平时走访宿舍
,

周末参加学生组织的文体活动
,

寒

成
“

保姆
” ,

辅导员也乐把 自己当成
“

保姆
” 。

当前高 假暑假 由于学生留校又要值班或者带领学生社会

校辅导员的保姆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实践
,

尽管全国各地方本科高校的辅导员工作时间

(一 )承担无限的安全责任 不尽相同
,

但在学校的停留时间明显超出专任教师

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明确规定
,

高 的停留时间
,

这是毫无疑问的
。

校承担负有管理职责时间内发生事故的责任
,

比如 (四 )获得尴尬的地位
、

收入与升迁机遇

课堂教学
、

文体活动
、

社会实践
,

学生离校
、

返校
、

擅 由于辅导员工作门坎低
,

工作事务性繁杂
,

职

自离校
,

或者学生有特异体质
、

特定疾病或者异常 业可替代性强
,

所以表面上受人重视的专职辅导员

心理状态
,

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
,

学生 自杀
、

成了受人轻视的人员
。

辅导员在职称评聘上
,

由于

自伤的等情况不承担法律责任
。

然而在实际过程 管理上辅导员属于行政人员
,

职称评聘上属于教师

中
,

由于辅导员学法知法不够
,

事故家长
“

医闹
”

式 系列
,

而辅导员评上与专任教师同样的职称如讲

索赔的压力
,

高校管理中学生的安全责任往往大部 师
、

副教授等
,

待遇也难与专职教师相当
。

高校是

分由辅导员承担
,

甚至专任教师带领学生外出实习 教学与科研为主的单位
,

在收人分配上必然向教学

的安全责任
、

体育教师体能测试课的安全责任都由 与科研倾斜
,

而无暇科研又不承担教学任务的辅导

辅导员承担
。

员在收人上也必然不如专任教师
。

同时
,

辅导员职

(二 )承担无界的工作职责 业化后
,

专职辅导员的出现使得辅导员成功转为专

实际工作中
,

辅导员成了
“

万金油
”

式的角色
。

任教师在全国地方高校中成为罕见的现象
。

辅导

学生党建
、

经费报销
、

宿舍管理
、

活动组织
、

学生考 员的职业生涯路线一般只能走
“

辅导员— 团委书

勤
、

社会实践
、

火车票购买
、

评优评先
、

奖学金评定 记— 总支 (党委 )副书记— 总支 (党委 )书记
”

这

等等
,

凡是专任教师不做的事情
,

甚至有些是教务 一线路
,

或者
“

辅导员— 机关部门科员— 科长

部门的事
,

由于和大学生有关
,

所以名正言顺地由 — 处长
” ,

而由于升迁职数的限制
,

造成辅导员流

专职辅导员来做
。

此外
,

临时的事务也经常由辅导 动性弱
,

许多辅导员 的结局类似于被遗忘的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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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妃子
” 。

而教育部每年 10 0个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研

究生的培养名额
,

分到各省平均也不到 3个
,

对于想

学历提升的辅导员来说
,

可谓僧多粥少
,

杯水车薪
。

二
、

辅导员角色的
“
导师

”
特征弱化

“

导师
”

角色是指辅导员利用 自己的理论知识
、

人生体验
、

职业技能等影响学生 的人生观
、

学习
、

生

活
、

成长
,

即育人的功能
,

并不是指取代现行本科

生
、

研究生导师制中的
“

导师
” 。

(一 )辅导员的政治导师角色被弱化

专职辅导员是政治辅导员的简称
。

众所周知
,

胡锦涛同志就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
,

但地

方本科院校的辅导员在实践中却出现忽视政治的

现象
。

《形势与政策》课
、

周日晚上的政治学习
、

基层

学生党支部的党建
,

这是辅导员政治导师角色发挥

作用的三大载体
。

但是
,

实际中
,

由于督促检查不

力等原因
,

绝大多数辅导员并没有上《形势与政策》

课
,

而周 日晚上 的政治学习
,

辅导员订出主题后让

学生自主学习
,

最后学生党建
,

由于上党课的教师

并不是辅导员
,

而辅导员审核学生人党只能从有无

违纪
、

学习成绩
、

在校表现
、

担任学生干部等方面进

行
,

同时
,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又没有让辅导员

承担
,

因此
,

辅导员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大学生进行

影响就形同虚设了
「1P] 89 。

(二 )辅导员的学习导师角色被遮蔽

学习是大学生的根本
。

虽然课堂教师是专任

教师的阵地
,

但辅导员在大学生的学风培养与建设

方面是有义务的
。

实际工作中
,

由于客观上辅导员

缺少课堂教学的主渠道
,

主观上辅导员琐事繁多
,

满足于能够组织上级领导看得见的文娱体育活动
,

无力或不愿或不懂培养与建设班级学生 的学风
。

抓学风
,

只 限于每学期期末考试前的一次温书迎考

动员
,

而仅仅是一次的温书迎考动员
,

不少辅导员

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没有做到
。

在潜意识中
,

学习似

乎只和学生本人以及专任教师相关
,

辅导员只满足

于学生不出事就万事大吉的心态
。

然而这些辅导

员没有意识到
,

学生是否出事固然有一定的主观原

因
,

同时也有客观原因
。

辅导员不能因噎废食
,

也

不能怕学生出事就轻视学风建设
,

轻视 自己影响学

生学习的潜力
。

辅导员多数时间是
“

称职
”

地看护

学生
,

而不是传授学习的知识与经验于学生
。

同时

过分强调年轻化
,

似乎与学生打成一片就是优秀辅

导员的唯一标准也助长了这种趋势
。

(三 )辅导员的生活导师角色被忽视

生 活导师角色是指辅导员指导大学生进行职

业生涯规划
,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

网络的出现意

味着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热

门话题
,

网络
、

手机
、

飞信
、

QQ
、

微信
、

博客等大学生热

衷的交流载体在大学生群体中得到普及
,

辅导员也

满足于通过方便的自媒体工具与学生交流
,

但辅导

员忽略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之根
,

这种现实

之根即经常走访学生宿舍
,

一对一地与相关学生谈

话
,

一对一地为学生做职业生涯辅导
,

而这种辅导正

是生活导师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
。

辅导员不知不觉

中染上了官僚主义作风
,

满足于指挥学生的虚幻中
,

陶醉于歌舞升平的文艺表演中
,

忽略了在生活中育

人
,

忽略了通过为学生解决实际难题来育人
。

三
、

地方本科高校辅导员角色困境的原因

辅导员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高校管理制度
,

其

角色张力的困境
,

究其原因
,

笔者认为有三
:

(一 )客观方面
:
辅导员制度设计上

“

两张皮
”
问题没

有解决

辅导员是教师还是行政人员
,

这个问题至今没

有根本解决
2[] 。

职称评聘属于教师系列
,

但待遇
、

管

理上属于行政系列
。

在专任教师中
,

没有辅导员 的

位置
,

也就不可能按专任教师的待遇
,

评上副教授
、

教授的辅导员也没有放在专任教师中
。

在行政人

员中
,

没有行政级别的辅导员与科员同列
,

多数时

间
,

辅导员归属行政系列
,

但有时辅导员又要上 《大

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课
,

与行政人员 又不完

全一样
。

如此一来
,

辅导员变成既不属于教师又不

属于行政人员的
“

第三等级
” 。

(二 )主观方面
:
辅导员素质参差不齐

,

学术意识不

足

地方本科院校辅导员 队伍女性占大多数
,

学历

上本科与研究生学历的辅导员均有
。

男女性格各

有优劣
,

本应合理搭配
,

但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多数

男性不愿意在高校就业
,

后来 由于就业的压力才迫

使不少男性加人辅导员队伍
,

但仍然没有改变女多

男少的局面
。

学历方面
,

在教育部出台建议辅导员

学历为研究生之前
,

不少高校已经通过留校
、

招聘

等形式吸纳了很多本科生加人辅导员 队伍
,

教育部

意见出台之后
,

各地方高校才把辅导员的招聘条件

设为研究生
,

但专业上一般不作限制
,

因此辅导员

队伍中专业也是五花八门
。

女多男少
,

不可否认
,

有其服务学生细腻的优点
,

但不可避免带有
“

婆婆

妈妈
”

的保姆风格
。

学历与专业不一
,

原本可以服

务不同专业
、

层次的学生
,

但在申请思想政治教育

的课题上
,

非思想政治教育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的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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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 由于没有专业积淀而处于劣势
。

再次
,

不少辅

导员 的学术意识薄弱
,

混 日子的心态明显
,

在学术

立校的大学中其地位难免尴尬
。

(三 )环境上
:
高校对辅导员的重视程度不够

纵观全国高校的辅导员
,

以北京和上海高校的

辅导员最受重视
。

北京部分高校辅导员可 以进人

国家机关
,

上海高校的辅导员也可 以进人 国家机

关
,

而地方本科院校的辅导员 由于处于基层的基

层
,

高校对其不太重视
,

即思想政治教育 (实际上也

包括辅导员 )
“

说起来重要
,

做起来次要
,

忙起来不

要
” 。

许多地方高校只把辅导员当成
“

班主任
”

甚至
“

保姆
”

来使用
,

认为地方高校的辅导员维稳作用没

有北京
、

上海重要
,

高校的首要任务是扩地
,

申报新

专业
,

申请硕士点
,

而不是解决辅导员 的待遇与升

迁
。

三
、

地方本科高校辅导员角色困境的出路

困而学之
,

困而思变
,

只有寻找 出路
,

才能解决

问题
。

笔者认为
,

出路在以下方面
:

(一 )弱化
“

保姆
, ,

角色
,

彰显
“

导师
”

角色
“

保姆
”

角色并不是一无是处
,

并不是不重要
,

而是要弱化
,

要提升
,

即不能满足于保证学生不出

事的守城心态
。

要在确保学生安全
、

学校与社会稳

定的前提下
,

充分发挥研究生辅导员的学术水平
,

带领大学生
,

做政治导师
、

学习导师
、

生活导师
,

丰

富学生的思想
,

美化学生 的情操
,

锻炼学生的意志
,

完善学生的技能
,

像一名篮球足球教练一样带领大

学生夺取胜利
,

实现理想
。

(二 )提高自身素质
,

加强学术钻研

正人先正己
。

辅导员只有不等不靠
,

摒弃混 日

子的心态
,

积极进取
,

不断地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

与实践锻炼
,

积极申请课题
,

钻研心理学
、

马克思主

义
、

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
,

提升 自己的水平
,

才能做

大学生的
“

导师
” 。

相反
,

不管是本科学历的辅导员

还是研究生学历的辅导员
,

如果停止了学习
,

不但

会和机会失之交臂
,

而且连辅导员本职工作也会做

不好
。

(三 )重视辅导员
,

修正辅导员制度
,

让优秀辅导员

加入专任教师队伍

考虑到根本上改变辅导员制度的不可能性
,

同

时因为辅导员总会年老
,

而辅导员 队伍又要求年轻

化
,

鉴于个别地方高校有让少数优秀辅导员加人思

想政治教育专任教师的做法
,

笔者设想
,

其他高校

可以考虑这种做法的优劣
,

除了把优秀辅导员分流

到行政人员中以外
,

还可以把优秀辅导员分流到思

想政治教育专任教师队伍中
,

如此
,

才能让辅导员

看到希望
,

激发心中的乌托邦
,

有所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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