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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修养的价值审视、现实问题与
提升策略研究
钱晓琳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中国·湖北武汉

新时代，新征程。高等学校对辅导员职业道德修养有了新的要求。基于此，论文集中审视了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修养的价
值取向，存在价值冲突及矛盾对立，并重点分析了当前高校辅导员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包括道德认知上的观念泛化、道德
行为上的观念异化以及道德情感上的观念空化，同时对于提升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修养方面也提出了一定的有效策
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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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迈进了新

的台阶。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几十年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在

数量、质量上都有所提升，各类优秀人才、教师队伍不断范

围式地扩充，高校辅导员在各大平台上也称为不可或缺的重

要教师力量。

2014年 10月，国家教育部发布了《意见》，对教师师

德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建立了相应的考核与惩处机

制，同时也划出了教师师德行为的“红七条”，从而促使高

校教师行为规范更加科学化、法制化。

2018年 11月，关于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国家教

育部也颁布了相关的《十项准则》，明确了高校教师自身道

德修养、师德规范以及是的违规行为的要求。就新时代师德

师风建设方面。

2019年教育部等 7个部门共同印发了相应的《意见》，

要求把师德师风建设有效贯彻落实于教师管理全过程之中。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北大师生座谈会上

也明确指出，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首要标准，不仅

要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科学规范，而且也要加强日常督导与

教育。然而，也存在很多师德师风不正的现象，如学术不端、

言行不当、私相授受以及性骚扰等，这与国家对于教师师德

师风的要求完全脱轨。“才者，德之资也；德之，才之帅也。”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高校辅导员要坚持以德立身、

立学、施教，做好学生的“引路人”。因此，论文集中审

视了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修养的价值取向，存在价值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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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矛盾对立，并重点分析了当前高校辅导员所存在的现实问

题，包括道德认知上的观念泛化、道德行为上的观念异化以

及道德情感上的观念空化，同时对于提升新时代高校辅导员

职业道德修养方面也提出了一定的有效策略和建议。

2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修养的价值审视

2.1 价值冲突：正当理性与崇高感性

对于高校辅导员师德师风而言，人们衡量和评判高校

辅导员总是用一种崇高化的理想完美主义标准来执行。无论

是人师世范的正当表率，还是能够创造教育奇迹，激发教学

潜能，拥抱学生心灵，都是以一种很高的要求标准形式存在。

很明显，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脱离现实，完全理想化的崇高

道德，是一种迫使高校辅导员产生现实距离感的感性标准，

这将会产生很多的消极因素，不利于高校辅导员的发展。同

时，这种脱轨且理想化的崇高道德不是道德标准，而是一种

标准的轨道脱离，可以说是一种感性的理想价值取向。

然而，在现实中，高校辅导员的道德修养应该是一种

正当的理性价值追求，是个人提升道德修养的合理规约。一

方面，创造教育奇迹，激发教育潜能实际上指一种高层次的

理想追求，这不是每一位高校辅导员都能达到的标准要求。

另一方面，当存在价值冲突于正当理性与崇高感性两者之间

时，高校辅导员应该自身归置于两者间的缓冲区，不仅要完

成职业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还要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标

准，是一种由正当向崇高不断追求的努力过程。

2.2 矛盾对立：个人本位（主观）与社会本位（客观）

在提升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修养的过程中，毫无疑问

会存在矛盾对立。这是基于不同的本位观念。从个人本位角

度出发，这是一种主观价值追求，要求高校辅导员基于自我

完善和发展来完成道德修养的标准。

另外，从社会本位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客观的价值追

求，强调高校辅导员要着眼于社会发展需要来明确道德修养

的内容与标准。总体而言，个人本位主要是在乎个人的内

在发展需要，来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具有一定的内卷化性

质。而社会本位则集中在以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来促进社会

发展。

显然，这种集中在个人还是社会本位的矛盾对立，并

不是绝对的对立存在。而是一种着眼点不同的相对存在形

式。但是，对于高校辅导员是职业道德修养而言，实际上是

一种从“自律”转化成“他律”的过程，更是一种“师道”

转化成“师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高校辅导员应该积极

主动地将个人的主观内在价值追求转化成社会的客观外在

价值追求。只有这种将个人价值与社会发展高度融合，达到

两者的有机统一，才能避免两极冲突，实现主客观的存在

统一。

3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修养存在的现

实问题

3.1 道德认知：“重传授、轻育人”的观念泛化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是高校教师的职责所在，而

课堂教学也是传道授业的主要阵地。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

一，高校辅导员要用自身的见识和学识去帮助学生培养良好

的学习习惯和道德品行。

但是，当前高校存在部分辅导员重视基本传授，轻视

育人的泛化观念，将教育着眼点仅仅局限在课堂、书本，而

对于学生思想观念、内心需求以及个性发展的培育仍存在很

多不足。教书育人，立德树人才是最终目的。高校辅导员如

果只重视教学，而忽视培育学生，则是一种自身道德认知的

泛化，不符合国家社会所赋予教师的重要使命，也不符合高

校师生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高校辅导员要坚持教书与育

人相统一，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大力提升自身的责任

使命，促进道德认知，避免观念泛化。

3.2 道德行为：“重利益、轻责任”的观念异化

伴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加快发展，社会经济利益正考验

着人们的道德行为。目前，一部分高校辅导员在社会其他领

域从事兼职工作，这是一种工作重心偏离化的趋势，高校辅

导员把自身经历从校内转移到校外，把重心从本转兼，因此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教学质量低下，教学秩序不规范

等道德行为异化现象。此外，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

高校辅导员产生的一种利益至上，弱化责任的异化观念，实

际上，高校辅导员薪资收入低是常态，但把经济利益放在道

德修养之上，则会丧失自身责任使命感，不利于高校辅导员

道德行为的提升。

3.3 道德情感：“重个人、轻社会”的观念空化

对于道德情感而言，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中出现严重

个人利益倾向，且弱化了社会责任。这主要究其原因在于：

一是辅导员自身个人功利观念驱使；二是一部分辅导员在压

力和包袱的限制下，进而走向比较极端的窄胡同里，空化了

自身的道德观念，从而造成自身道德情感低下。

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两者其实是并行不悖的，但是

存在一部分高校辅导员过分重视个人利益得失，忽视社会责

任担当的作用。

4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修养的提升策略

4.1 促进道德认知：发挥教书育人的道德作用

围绕高校辅导员的职责本身，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

促进其道德认知更上一个台阶。

一是要将培育人贯彻落实于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包括

日常课堂教学，学生工作以及学校文化等多个方面。可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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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展师生交流会、师生协作活动，以一种课内外相结合的

方式，促进高校辅导员提高道德修养的认知水平，积极发挥

教书育人的道德作用。

二是要充分发扬高校辅导员道德修养的典型榜样作用，

以榜样的力量引导正确积极的导向和向上的感染力，促使高

校辅导员形成一定的道德认同，从而激发高校辅导员的道德

认知能力。

因此，坚持教书和育人统一结合，相互促进，提升高

校辅导员的道德认知，最终更好地实现育人目的。

4.2 优化道德行为：增强责任担当的道德驱动

优化高校辅导员的道德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是拥有高度

的责任与担当。高校辅导员的责任制度清单、绩效考核、评

优评先、职称评定以及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应该对高校辅

导员实行一票否决制，即辅导员责任未达到标准要求者，一

律否决，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提升高校辅导员的道德行为。

另外，在实践中高校也应当对有责任担当的辅导员进行精神

或物质奖励，引导责任担当成为高校辅导员道德行为的主旋

律，从而实现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道德行为的良性循环。

4.3 提升道德情感：培养无私奉献的道德精神

在高校辅导员道德标准建设过程中，无私奉献精神是

高校辅导员道德修养的具体体现，也是高校辅导员道德情感

的提升动力。对于高校辅导员来说，在日常管理、学生工作、

党团活动等方面，应该做到坚持“教”和“育”相结合、相

统一，并将职业道德情感与社会发展需要高度融合，从而促

进高校辅导员以无私与奉献为宗旨原则，培育并养成高尚的

道德情感。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北大师生座谈会上也明确指出，

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首要标准，不仅要用严格的规

章制度来科学规范，而且也要加强日常督导与教育。然而，

也存在很多师德师风不正的现象，如学术不端、言行不当、

私相授受以及性骚扰等，这与国家对于教师师德师风的要求

完全脱轨。“才者，德之资也；德之，才之帅也。”在全面

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高校辅导员要坚持以德立身、立学、

施教，做好学生的“引路人”。

基于此，论文集中审视了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修养的

价值取向，存在正当理性与崇高感性的价值冲突、及个人本

位、社会本位的矛盾对立，并重点分析了当前高校辅导员所

存在的现实问题，包括道德认知上的观念泛化、道德行为上

的观念异化以及道德情感上的观念空化，同时对于提升新时

代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修养方面也提出了一定的有效策略

和建议，包括发挥教书育人的道德作用来促进道德认知、增

强责任担当的道德驱动来优化道德行为、培养无私奉献的道

德精神来提升道德情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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