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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的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辅导员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越来越多，对辅导员职业道德的要求越来越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指出了方向，辅导员职业道德

建设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准则，要

求从个人、学校、社会三个层面不断加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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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trengthen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areer Counselor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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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The Counselor are facing more and more 

new challenges, and the demanding to counselors are increasing.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t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the counselors and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the counselors should reflect the value of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and 

requires u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ethics from individuals, schools and commun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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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突出了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明确

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公民道德基本价值准则，这为深入开展辅导员职业

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根据笔者掌握资料，加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文献较多，

而以核心价值观引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文章并不多见，其中杜玉波提出广大辅

导员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辅导员工作全过程，

要通过标准体系、制度体系和培训体系三方面提高辅导员职业素养。[1]朱铭则分析

了高校辅导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指出高校辅导员是德育工

作的骨干力量，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角色，高校要通过为辅导员

角色发挥搭建平台和提供保障、增强辅导员的自觉意识，增强角色意识，加强角色

实践等措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传播。[2] 

本文立足于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以核心价值观引领为突破口，对辅导员职业

道德建设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寻求新形势下提高辅导员职业道德水平的新举措，

针对性的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路与对策，以

期能够对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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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面临的挑战分析 

（一）当代社会发展变化对辅导员职业道德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的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

新问题越来越多，对辅导员职业道德要求越来越高。 

1.知识多样化挑战。高校辅导员知识储备多样化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也是新形势下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实现德育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

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反映敏捷，有着广泛的接受信息的渠道，对新思想、新事物

学习和接受快。相对比而言，由于辅导员平时工作较忙，很难抽出时间参加培训和

进行新知识的储备，这也就导致他们的知识结构日趋陈旧，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内

容等都处在不断面临新知识挑战的境地，在网络应用、网上信息传播、网上舆情分

析，如微信、博客、网络术语等方面明显的落在了大学生后面。 

2.价值观念多元化挑战。高校并不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而是各种思想潮流激

烈碰撞的场所，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以及西方娱乐文化和各种消费文化等都在高校

校园有所体现，在师生身上有所反映。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培育与践行以来，广大群众尤其是学校师生强烈响应，积极践行。但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从提出到认同再到自觉践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西方个人主义、实用主

义、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的确立带来极大的挑战。

90 后大学生作为先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对精神文化生活有着强烈渴望，同时伴随

着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等问题问题，这些都对辅导员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挑

战，对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辅导

员思想道德建设成为时代要求。 

3.工作方式时代化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带

来公民自由平等政治权利诉求的增强。社会政治领域的巨大变化反映到学校管理制

度、思想文化领域方面，带来大学生独立意识不断增强，民主意识不断提高，他们

争取表现和实现自我的机会，敢于或愿意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些都必然带来高

校管理者与学生关系的新变化，必然要求学校管理者和学生通过协商或妥协的方式

来处理问题。如果学校一味采用管理和约束的方式，不仅会压抑学生的积极性，而

且还会引起逆反作用，这就要求辅导员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领会其

中“民主”、“自由”要义，改变以往的威权管制模式，通过平等交流，细心沟通

以更加民主、自由的方式来处理新问题，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事务

型”向“学习型”的转变。 

    （二）当代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状况堪忧 

虽然目前不少高校切实加强了基层辅导员队伍建设，包括提高待遇、加强考核、

增加岗位、拓宽出口等等，但是仍然难以维持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和发展的持续性，

导致了辅导员职业道德失范，在爱岗敬业、为人师表、育人为先等方面出现了不少

问题。 

1.价值感缺失。在大多数人看来，“辅导员对学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简

单应付的多，充满热情的少；服从组织的多，心甘情愿的少；借作‘跳板’的多，



长期安心工作的少。”[3]“繁琐”、“倦怠”、“迷茫”、“跳板”成了这只队伍

的真实写照。根据笔者所做的关于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调查问卷①（以下简称

问卷一），在“您是否有转岗的打算或想法”一题中，明确表示转岗的 148 人占 74%，

有 114 人选择要“转向业务课老师”占 57%；在“您是否热爱辅导员工作”一题中，

有 45%回答一般，20%的选择了“不喜欢”。这表明辅导员职业缺乏职业认同和明

晰的职业定位，辅导员成了琐碎繁重而又毫无价值感的角色，价值感的缺失也就成

了辅导员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的首要挑战。 

2.道德取向出现偏离。辅导员承担的不仅是管理工作，而且还要育人，不仅是

政治思想和学习上的导师，而且也是职业道德方面的导师。辅导员只有依靠自身良

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来赢得学生和社会的尊敬。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个人主义、

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部分辅导员修身养性不到位，榜样的作用不突出，

难以令学生信服。在问卷一中，涉及“您愿意为学生事情牺牲休息时间吗？”一题

时，有 70 人选择了“不愿意”；在“您对辅导员职业道德内容及其了解情况”一题

中，10%的辅导员选择了“不了解”，30%的人选择了“一般”；在“您能做到平

等公正对待每位学生吗”，有 28%的选择了“不能”，35%的选择了“看情况”。

这说明部分辅导员的职业道德出现了偏差，职业态度扭曲，在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的

奖学金评定、班干部选拔、助学金发放、研究生保送以及入党推优等方面不能做到

公开公正、秉公办事，难免造成学生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之间的落差与失调。 

3.育人方式出现偏差。长期的辅导员管理生涯，不少人出现了懈怠心理，在学

生管理过程中将管理活动和育人目标割裂开来，出现了重管理、轻教育的现象。育

人方式以管理为主，管理手段显得粗暴简单，过分强调服从与秩序，缺乏坦诚相待

和自由平等的沟通。“如果凡事都以学校秩序为第一，那么学校与学生之间最重要

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可能会被淡化。”[4] 

（三）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主流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同时，思想道德水平也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滑坡，存在一些与社会发展不相和谐的现象：信仰不坚定是道德信仰

的迷失，功利主义严重是道德失律，考试作弊是道德的堕落。 

1.信仰上出现多元化，社会主义信仰产生了动摇。长期僵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片

面强调理论灌输，非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激起了大学生的逆反心理，导致部

分学生对社会主义信仰产生了动摇。在笔者进行的关于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问卷

调查②中（以下简称问卷二），在“您的信仰是？”一题时，有 42%的学生选择了

“马克思主义”，有 44%的学生“没有明确的信仰”，还有 6%的选择了佛教，2%

的学生选择了基督教；在“有人说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您对

这种说法”一题中，35%的同学选择了“同意”，54%选择了“部分同意”。这一

数据不得不令我们深思，这反映了高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令人堪忧，学校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上存在缺失，造成了部分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紊乱和

                                                        
① 为了掌握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实际情况，本人在高校辅导员中开展了网上问卷调查，涉及高校 25 所，辅导员

200 人。 
② 本人曾作过关于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情况的问卷调查，以青岛高校 600 名大学生为样本。 



社会主义信仰的动摇。 

2.价值观上突出自我，功利主义思想严重。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是一种多层次、

多维度的系统，在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上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多元、

多变的特点，这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

我国经济体制改的目标，它既需要道德的维系，又对现有道德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由于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理想教育与社会现实的反差，致使一些大学生在道德

认知和道德实践之间出现了断裂”[5]
，如片面追求物质享受问题、入党动机问题、学

习动机功利化问题等等成为摆在了当前高校学生管理者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问卷二中，“您认为以下哪种制度更适合中国”一题中，有 61.11%的学生选择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8.89%的学生选择了“只要过上好日子，哪种制度都

可以”；在“您当前的学习目的是？”一题时，有 36%的学生选择了“找一份好工

作”，20%的学生选择了“满足求知欲”。这反映了大学生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忽

视他人和国家利益，集体意识和国家观念淡薄。 

3.考试作弊现象突出，诚信道德缺失。考试诚信作为大学生道德重要体现，也

是对大学生的基本要求。大学生作弊现象的大量发生，折射出诚信道德的缺失。梁

漱溟先生曾经讲过，“若在考试上舞弊行欺，则又是另一种错误”，“便属品性问

题”[6]。大学生作弊被称为“大学流行病”，纵然辅导员通过多次考风考纪教育、

考试承诺书、作弊现象警示以及加强人力监考，仍然阻止不住作弊现象的发生和蔓

延。在问卷二中，“您在大学考试时作过弊吗”一题中，回答“是”的 359 人，作

弊率高达 59.83%；回答“有过作弊想法”的 210 人，占 35%。大学生考试作弊群体

化的倾向淡化了对考试作弊的耻辱感，销蚀了对考试作弊错误本质和危害性的认识，

没有认识到考试作弊是一种失信行为，没有从道德品质和人格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

题。在“您认为作弊是一种道德失信吗？”一题中，有近一半的同学认为考试作弊

和道德“诚信”没有关系。可见当代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错位，道德感模糊、

道德信念不坚定，对是非、真假、对错缺乏仔细考虑和明辨分析，以社会主义价值

观提高学生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在思想道德、行为方式上明辨是非、美丑、

善恶，显得任重道远。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在辅导员队伍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职

业道德建设，直接关系到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学校的德育水平，关

系到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程度。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方向 

辅导员道德建设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我们提供了统

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国家制度的道义基础，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分

别提出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引领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并

外化为社会实际，“它是一种国家制度、一个社会发展模式赖以立足和演进的价值

导向”[7]。这为当今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即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决定了辅导员职业道

德建设的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最终要落实到公民个体的践行上，落实

到辅导员个人的践行上。在这一背景下，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就需要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结合起来，要按照导向性、科学性、政策性的原则，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完备的职业道德规范是辅导

员职业道德建设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的必要保障。通过不断完善高校辅导员职业道

德规范，使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功能、激励和

约束功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耳、入脑、入心，从而保障辅导员职业道德建

设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根本道德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着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追求方向，为辅导员职业道德

建设提供了根本道德准则。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涵盖了社会道德生活的方

方面面，构成了评价辅导员道德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是调整辅导员职

业活动和维护人际关系正常运转的道德保障。虽然不同时期，对辅导员职业道德有

不同的要求，但可以看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始终是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基

本要求，构成了辅导员职业道德准则演进的主线，加强和改进高校辅导员道德建设

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宗旨。 

爱国，是基于个人对国家的深厚情感，是调整个人与国家之间行为关系的准则，

主要体现为辅导员的政治素质和职业活动的方向，制约着其它方面道德素质的养成

和发挥。思想政治素质是辅导员队伍整体素质的灵魂，决定着辅导员道德建设的核

心内容。它要求辅导员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党中央在思想上、

政治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能够自觉学习并融会贯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和“中国梦”的主旨精神。 

敬业，反映了辅导员在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工作态度，是一种对辅导员在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中主导地位的肯定，强调尊重学生，热爱学生工作，给学生以人本关怀。

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热爱学生、严谨治学等等都是敬业这一标准的具体体现和现

实要求。 

诚信，是指“重诚守诺”的人生态度，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根基，调节学校与教

师、教师与学生相互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所谓‘诚’，就是真诚、诚实，‘内

诚于心’,是‘信’的内在依据；所谓‘信’，是指守信、信用、信任，是‘诚’的

外在体现。”[8]这就要求辅导员队伍积极倡导和培育以诚信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

由内而外的认知与认同，做到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这不仅

对辅导员队伍建设，而且对大学生诚信教育至关重要。 

友善，是指亲近和睦，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准则,它倡导

辅导员关爱学生、尊重学生、公正严明、一视同仁。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之间是一

种尊师爱生的良师益友式的关系，辅导员要关爱学生，关心学生的成长进步，以真

情和友爱来影响学生，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和人生导师。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要素 



十八大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这 24 个字来高度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

意义体现在多个方面，为新时期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赋予了新内涵、提出了新要求，

其中之一就是构成了“立德树人”、“爱岗敬业，为人师表”这一辅导员职业道德

建设内容的基本要素。 

多位学者曾经对辅导员职业道德进行了定义和内容概括。安云凤将辅导员职业

道德规范分为“政治坚定，业务过硬”、“关爱学生，甘于奉献”、“尊重学生，

平等交流”、“言行一致，和蔼可亲”、“一视同仁，公正严明”、“严于律己，

为人师表”等六个方面。[9]唐家良将辅导员职业道德区分为“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敬业爱岗、关爱学生”、“刻苦钻研、严谨笃学”、“淡泊名利、志存高远”、

“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团结协作、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奋发进取”等九个方面。[10]耿乃国将辅导

员职业道德概括为责任心、奉献心、上进心、务实心、真诚心等五个方面。[11]无论

是安云凤六个方面的概括，还是耿乃国“五心”总结，这不仅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24 字不谋而合，更是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外延和拓展。其中民主意味着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平等交流；和谐意味着安定有序、融洽的师生关系；平等意

味着同等地位和同等权利；爱国是一个公民最起码的道德，这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本质所在；敬业是指尽职尽责、忠于职守，这是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最基

本体现；诚信指的是诚实与守信，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也是辅导员道德建设的重

要一环；友善在于与人为善，更意指爱护学生。可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

容支撑来建构和完善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是当前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由之路。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选择 

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需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结合起来，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准则，这需要三方面通力合

作：既需要辅导员加强道德修养，又要学校重视价值诉求、健全道德规范机制，还

要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 

（一）从辅导员自觉性方面提升职业道德素养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是核心价值观内化、培养合格公民

的必然要求。从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培育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

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辅导员个体的主动积极

的自觉追求，变“要我做”为“我要做”，以此来提升职业道德素养。 

1.自我教育，自我认同。 

热爱学生、教书育人是师德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育领域的体

现。高校辅导员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师德追求，就要善于学习，不断丰

富自己的学识和见识，不断加强政治理论素养，从而不断提升职业道德水平。 

辅导员的学识和人品是实现为人师表的关键，也是完成立德树人的关键。辅导

员要以先进的思想和高尚的品格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不仅要传授做人之道，而且

还有塑造健全人格。一般来说，辅导员学识、见识和人品水平越高，其人格魅力就



越吸引学生；反之，如果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积累就会在工作中陷入被动，就会背

离学生。因此辅导员要在文理兼容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文化修养，丰富自己的文化

底蕴。在辅导员的多元文化素质中，思想政治素质是根本，这也是思想道德修养的

核心。要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必先要求辅导员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

扎实的政治理论素养。辅导员只有不断提高政治素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认真学习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时代脉搏，分析时代形势，才能以正确

的政治导向引导人，以先进的理论熏陶人，以高尚的品格塑造人。在“为谁育人”、

“育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有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认识，才能对自己的

角色和职能有合理的定位和科学的认同。 

辅导员对职业的认同是提升道德水平的关键。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是辅导员对自

己所从事的职业的认知、情感、期望、价值观和技能的感知。辅导员只有职业认同

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职业理想，承担职业责任和增强职业荣誉感。职业认同与爱岗敬

业本质上是一样的，是辅导员职业道德的核心部分。辅导员的职业认同不是与生俱

来的，而是在学生工作实践中不断深化，在素养、学识和人格的不断提升中完成的。

辅导员要在辅导员岗位上逐渐提高对辅导员价值的认识，不仅将其作为一种谋生手

段，而且还要做到“敬业”和“乐业”，对自己职业有积极的自我感知，在学生工

作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带头”践行，树立楷模。辅导员是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力

量，他们以自身道德、人格的力量影响着在校大学生。辅导员除了掌握丰富的政治

理论知识、科学的育人理念和职业道德规范之外，还要注重带头践行。辅导员队伍

中涌现出的道德楷模、先进典型对大学生直接的示范性作用，直接影响大学生的道

德取向、价值取向，对他们健康成长具有积极的意义。党中央强调学校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这既是对学生培养的根本要求，也是对广大辅导员老师育人的根本要

求。正人先正己，思己之过，正己则生威。辅导员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凸显的是辅导员群体对大学生示范性作用，“某种程度上是对教师群体一直以来在

引领社会道德风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教师群体今后如何更

好地正面影响青少年学生、引领和带动社会其他群体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激励。”[12] 

（二）从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加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加强师德建设，既需要辅导员本身的

身体力行，又需要学校方面的利益支撑和政策支持。从学校方面讲，应该坚持以人

为本，尊重辅导员主体地位，关注辅导员价值诉求，完善道德评价标准等。 

1.重视价值诉求，尊重主体地位。辅导员承担着繁重的学生工作任务，耗费精

力大，从迎新生到送毕业生，从学生情感辅导到就业辅导，从思想政治教育到心理

梳导，从日常行为守护到家长沟通交流，事无巨细、无一例外的都落到了辅导员身

上，而在培训进修、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等方面缺少必要的机会等等，往往造成辅

导员职业倦怠，导致工作热情和工作效果大打折扣。高校应切实从辅导员的实际需

求出发，坚持以人为本，重视辅导员群体的合理价值诉求，为辅导员群体的发展创



造有力的条件。在待遇问题上，学校应认真考量，综合考虑，实行辅导员岗位分等

级和待遇考核，并在现有待遇的基础上给予适当的倾斜，确保辅导员实际收入不低

于专任教师水平；学校应该在考核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工作激励机制，给予辅导员

更多培训机会，提升辅导员的发展空间；开辟社会交流渠道，完善辅导员与当地政

府挂职交流制度，形成学校与地方政府人才沟通和交流机制，开阔辅导员视野；加

大辅导员培养与锻炼力度，推荐优秀人员到重要岗位任职，形成合理的人员流动机

制。 

2.完善评价标准，树立合理导向。对辅导员工作进行考核评价是加强辅导员队

伍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但是辅导员工作难以用单一的标准来考核。辅导员是“用

爱心、用责任”做教育，这种爱心、诚心、责任心是难以量化的，辅导员的工作时

间大多在 8 小时之外，工作的效果很多是在毕业后才能体现。对辅导员职业道德评

价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量化考核机制，应在辅导员定量与定性考核、

结果与过程考核、共性与个性考核、全面与重点考核、实践管理与科研理论考核之

间取得综合平衡。评价辅导员职业道德的主要标准在于爱岗敬业，评价的关键是看

辅导员是否热爱本职工作，是否把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否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是否遵循了学生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评价的过程既要讲究原则性，又要讲究灵活性，要肯定劳动成果，承认辅

导员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通过对职业道德进行评价，“既可以调节并制约自己

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又可以不断反省和调整不符合社会要求和自身利益的行为。”
[13] 

3.完善制度安排，提高育人水平。 

辅导员道德建设准则、制度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的具体体现和外在化，

对于这些制度遵循和认同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的过程。高校

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在依据，以职业化的要求为目标，研究制定辅导员职

业道德准则，强化职业道德建设的刚性原则。 

制度保障是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条件，高校制度安排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成败。学校应全面梳理与学生管理相关的

各项规章制度，厘清工作分工与业务交叉，以提高辅导员业务水平。从辅导员选聘

开始，围绕资格认定、业务培训、考核评价、职称（务）晋升等规定，形成职业化

和专家化的辅导员培养机制；制定和完善辅导员职业道德规范、辅导员职业道德考

核评价机制；加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必须提升辅导员的发展空间。鼓励辅导员

开展科研工作，提高理论水平。提供合理的科研平台，建立辅导员专项科研奖励基

金，设立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题，定期举办辅导员论坛，引导辅导员注重调查研究，

分析现实问题，撰写学术论文。提供学历进修平台，鼓励辅导员在职或脱产进修，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提高学历层次。 

（三）从社会层面积极营造辅导员成长的社会氛围 

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

发[2004]16 文）出台以后，教育部和山东省连续出台了关于辅导员建设的一系列文



件，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辅导员工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社会上对辅导员工

作存在诸多的误解，对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认识并不到位，对其职业内容、职业理

想、职业情感和职业规范等都缺乏全面的认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人

们统一了工作追求和职业信仰，为社会在推进辅导员职业化进程、淡化等级观念和

营造积极氛围等方面指明了努力方向。 

1.推进职业化进程，增强归属感 

辅导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有利于明确辅导员的职业定位，增强归属感和

荣誉感。顾明远教授曾经指出：“社会职业有一条铁的规律，即只有专业化才有社

会地位，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如果有一种职业是人人可以担任的，则在社会上是

没有地位的。”[14]辅导员虽然兼具教师和管理人员两种角色，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

发展前景不明朗,被称为“万金油”。因此，首先要对辅导员职业化和专业化方面进

行合理的定位，加强专业划分，明确辅导员的角色、地位与职责，即思想政治教育

领域工作的专业教师。在有条件的高校设置辅导员专业，并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的大

典；其次在准入门槛上，坚持持证上岗，并建立多层次的辅导员队伍培训体系，实

现培训的制度化、科学化和常规化；再次在专业成长上，尤其在职称评定和职务晋

升方面，对辅导员这一群体有适当的倾斜，扩大（副）处级辅导员、（副）教授级

辅导员的比例，打通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晋升道路；最后，在职业道德上，要做

到爱岗敬业、为人师表、公正无私、一视同仁。 

2.淡化等级观念，提高社会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规定，

我国职业分为 1838 个职业，“家”、“师”、“员”、“工”等职业称谓不反映从

业人员的职业地位。但在社会现实中，称谓是有等级的，后缀为“员”或“工”的

社会地位低于“家”或“师”的，比如科学家、教师分别比焊工、辅导员的地位要

高。在人们的心目中，“辅导员”这一职业，是难以与教师、教授相比较的。在问

卷一中，“您认为您的社会地位？”一题中，结果显示辅导员的社会地位较低，成

了高校教师队伍中的“弱势群体”。详见下图 

高校辅导员

队伍的地位 

社会认可度低，对自

己职业很难说出口 

很不稳定，职

业化程度低 

处于中间水平，

被认可为“老师” 

学校领导比较重视，与机关、

专业课教师大致同等地位 
合计 

人数 80 45 58 17 200 

百分比 40% 27.5% 29% 8.5% 100% 

针对这一现象，社会要淡化等级观念，营造人人平等的职业氛围，就要培养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不断地灌输、熏陶，坚守正道，弘扬正气。社会上

要破除“官贵民贱”、“上荣下辱”的落后思想，树立“上”不是荣，而是责任和

担当，“下”不是辱，而是职责分工和工作需要；要淡化权力观念，强化服务意识

和奉献精神。虽然辅导员从事的工作千头万绪，是最基层的事务，但是只要做好本

职工作，他们在人格和地位上是平等的，这应是社会舆论积极倡导并亟需解决的问

题。 



3.加大宣传力度，营造社会正向氛围。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能否取得成效不仅

取决于学校和辅导员自身的努力，还取决于良好的社会氛围。调动广大辅导员老师

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立德树人的自觉性，加强以“爱岗敬业”为核心的职业道

德建设都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氛围。所谓社会氛围就是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和非功利

性的教育观念。在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

就要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尊重人才的舆论氛围，大力宣传辅导员先进典型，介

绍先进经验；召开全国、全省辅导员工作会议，认真做好全国、全省优秀辅导员的

表彰工作，表彰一批辅导员系统先进工作者；利用电视、报纸以及网络媒体广泛向

社会宣传，通过开辟辅导员专栏，开展“寻找身边的感动”活动，引导人们充分认

识辅导员在立德育人中的重要地位，转变对辅导员的传统观念和错误认识。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发展的变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滑坡以及辅导员职业化、专

业化建设的失范导致了辅导员职业道德水平的下降。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

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次明确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范畴，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当

前应以此为契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

本工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从辅导员、学校和社会

三个层面探讨提高辅导员职业道德水平，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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