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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角下独立学院辅导员压力

现状及成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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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 阳光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１５）

摘　要：以福建省９所独立学院辅导员和福州大学阳光学院部分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从工作负荷、媒介素养、知识
储备、管理难度、心理负担等方面对当前新媒体环境下独立学院辅导员压力现状进行描述。适度的压力对辅导员具有积

极促进作用，超负荷的压力则具有消极负面作用。新媒体视角下独立学院辅导员压力可以从辅导员自身、学院、社会３
个层面寻找归因。

关键词：新媒体；独立学院辅导员；压力现状；压力评价；归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２９－０３

为全面了解新媒体环境下独立学院辅导员的压力现状及成因，笔者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对象为

福建省９所独立学院辅导员和福州大学阳光学院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
结合的方法。本次问卷调查设计了辅导员和学生２套问卷，合计发放问卷７８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７５７
份，有效率为９７．０５％。其中，辅导员问卷２８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６６份，有效率为９５％；学生问卷５００
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９１份，有效率为９８．２％。访谈对象为福州大学阳光学院部分辅导员和学生。

１　新媒体视角下独立学院辅导员压力现状
新媒体的开放性、即时性、虚拟性、海量性等众多特征，既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又增加了辅导员工作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加上独立学院与普通本科高校相比存在许多先

天不足，面对新媒体给学生工作带来的挑战，独立学院辅导员承受着诸多压力。

１．１　工作负荷加重
独立学院辅导员往往扮演着多重角色，日常工作时间、空间延续性强。随着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学

生利用新媒体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更为便利，辅导员工作的时间和空间再次被延伸，工作负荷进一步加

重。调查显示，８５．３４％的辅导员认为工作负荷加重是新媒体环境下独立学院辅导员工作面临的最突出
的问题，８１．５８％的辅导员每天工作时间超过１０小时，４８．８７％的辅导员甚至达到１２小时以上；分别有
８６．７８％、８１．２％的辅导员对长时间工作和每天要做的事情太多存在不同程度的压力。
１．２　媒介素养欠缺

媒介素养是指公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

的能力［１］。面对新媒体迅猛发展和日益复杂的舆论环境，独立学院辅导员多数感到缺乏必备的媒介素

养。调查中，５５．２６％的辅导员认为自身媒介素养亟待提升。由于媒介素养欠缺，５９．４％的辅导员认为
自己在新媒体技术的掌握上有一定的压力；５６．３９％的辅导员认为难以正确把握网络舆情、有效应对网
络突发事件；７６．６９％的辅导员认为难以有效帮助大学生提高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引导大学生正确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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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社会热点问题；７４．０５％的辅导员表示在新媒体环境下创新工作方法存在不同程度的压力。
１．３　知识储备不足

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大多不具备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仅凭原有的经验常常难以应付纷繁复杂

的学生事务。在对“新媒体环境下知识危机感”的调查中，３４．５９％的辅导员有轻度的知识危机感，
３８３５％的辅导员有中度的知识危机感，１４．２８％的辅导员有严重的知识危机感；在“对自己当前的自我
认识”调查中，对“学识水平”和“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满意的分别仅占１３．１６％和１６．１７％。
１．４　管理难度加大

独立学院学生大部分家庭条件较好，从小被家长溺爱，自律能力和他律意识较弱，在新媒体应用上

花费时间较多，４４．２％学生每天上网１～３小时，３４．６２％学生每天上网３～６小时，１２．６３％学生每天上
网甚至超过６小时，部分学生渐渐迷失在虚拟世界里。对辅导员的问卷调查显示，４８．１２％的辅导员认
为新媒体使学生个性化更突出，管理难度增大；７０．３％的辅导员认为新媒体使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网络表
达自己的想法，心理问题日趋严重；６５．４１％的辅导员认为新媒体使学生价值观受到冲击，造成学生认识
偏差；６３．９％的辅导员认为学生网瘾和沉迷网络游戏问题突出，自我管理能力差。
１．５　心理负担沉重

新媒体环境下独立学院辅导员往往难以把握学生思想动态，教育效果很难保证，师生关系压力直观

体现在辅导员对网络世界中学生的了解程度以及处理与学生的关系上。调查中，仅有３３．０９％的辅导
员认为了解网络世界中的学生，与之相对应，仅有３６．０９％的辅导员表示在与学生的关系方面无压力，
面对新媒体带给学生工作的不确定性，辅导员整天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甚至产生焦虑、抑郁、易怒、不

安等心理问题，调查中７５．５６％的辅导员认为有心理压力，１０．１７％的辅导员认为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２　新媒体视角下独立学院辅导员压力的基本评价
压力是个体在环境中受到种种刺激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紧张情绪，这种情绪会正向或负向地

影响到个体行为［２］８。调查表明，新媒体带给独立学院辅导员压力的作用是双向的，适度的压力对辅导

员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超负荷的压力对辅导员则具有消极负面作用。

２．１　适度压力的积极作用
一是推动作用。独立学院辅导员如果能正确认识新媒体所带来的新压力，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将会

进一步推动自身工作能力的提升。在“新媒体对自身工作开展的影响”调查中，１５．０４％的辅导员认为
有利无弊，７５．９４％的辅导员认为利大于弊。正是基于绝大多数辅导员对新媒体给自身工作带来压力的
正确认识，８７．９７％的辅导员表示在工作中会使用新媒体辅助工作，其中４６．２４％的辅导员表示会经常
在工作中使用新媒体创新工作方法。

二是引导作用。新媒体带来的适度工作压力可以引导辅导员更加关注工作细节，完善自身综合素

质。在受访辅导员中，５４．５１％的辅导员希望使用新媒体技术的能力得到提升，７７．８２％的辅导员希望网
络交流和引导能力得到提升，６５．７９％的辅导员希望准确的信息分析能力得到提升，４６．６２％的辅导员希
望公关宣传能力得到提升。

２．２　过度压力的消极作用
一是职业倦怠。超负荷压力容易造成独立学院辅导员职业倦怠，甚至产生转岗离职的想法。在受

访者中，７０．３％的辅导员不同程度上感到工作没有乐趣，仅９．４％的辅导员有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的打
算；在有机会重新选择工作岗位的假设中，仅有１０．９％的辅导员选择继续从事辅导员工作。

二是工作压抑。超负荷压力会使独立学院辅导员工作缺乏热情，在工作中情绪紧张，出现莫名不

安。调查中，１０．９％的辅导员经常感到压抑，５７．１４％的辅导员有时会感到压抑。与之对应，１７．２９％的
辅导员在工作中经常会感到莫名的不安，６２．０３％的辅导员有时会感到莫名的不安。

三是损害健康。独立学院辅导员如果长期处于超负荷压力之下，必然会给自身健康带来损害。以

睡眠质量为例，４３．３６％的辅导员表示有轻度睡眠不足，２４．４４％的辅导员表示有中度睡眠不足，９．７７％
的辅导员表示有严重的睡眠不足。过度的压力使５８．２７％的辅导员在不同程度上害怕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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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新媒体视角下独立学院辅导员压力归因分析
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其体制机制、辅导员队伍结构、个性特征等与公办

院校相比更具复杂性，因此，新媒体环境下独立学院辅导员工作的压力源更具多样性。

３．１　从自身层面看，专业化程度较低是辅导员压力的内在根源
新媒体对独立学院辅导员专业化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现有独立学院辅导员大多是非思政

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调查显示，７４．４４％的辅导员是本科毕业，有人文社科或相关专业背景的仅为
４２４８％，现代传媒或相关专业科班出身的辅导员更是凤毛麟角。而且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普遍年轻，
工作年限短，职称结构总体偏低，３０岁以下的占８９．８５％，工作４年以下占７０．６８％，仅有１０．９１％的辅
导员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队伍整体结构失衡，难以形成应对新媒体进行学习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合力。

加上过多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占据了独立学院辅导员大量的时间，８４．２１％的辅导员每天学习时间不足２
小时，严重影响了辅导员媒介素养的提升和知识结构的改善，面对新媒体挑战辅导员自然倍感压力。

３．２　从学院层面看，制度保障不足是辅导员压力的直接原因
首先是岗位职责不清。独立学院大多注重经济效益，管理人员少，辅导员在学校教育管理工作中经

常扮演本不属于自身工作的角色。调查数据表明，只有４８．４９％的辅导员对岗位分工表示满意或比较
满意，岗位职责不清成为辅导员工作超负荷的最直接原因。其次是薪酬待遇偏低。独立学院辅导员往

往被界定为行政管理人员，薪酬待遇普遍与专业老师差距较大，其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具体情况也很难在绩效考核和薪酬中体现。调查显示，７７．０６％的辅导员每月薪酬为２５００～３５００元，
１１．６５％的辅导员薪酬为３５００～４５００元，没有一名辅导员薪酬在４５００以上，仅有３４．５９％辅导员对自
己的薪酬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９０．２３％辅导员希望提高经济待遇，９１．７３％辅导员认为提高待遇是减
压的最佳办法。再次是教育培训匮乏。独立学院注重对专业教师的培训，缺乏对辅导员的系统教育和

培训。即使对辅导员培训教育，也主要采用政策宣讲、理论解读和经验交流等形式，缺少针对性强、分门

别类的培训［３］。调查表明，８４．５９％的辅导员希望增加培训和进修的机会，８２．３３％的辅导员认为自身媒
介素养需要通过专项培训进行提升。

３．３　从社会层面看，教育合力欠缺是辅导员压力的重要因素
学校、家庭、政府三者互相配合才能形成教育合力。独立学院产生至今不过十多年，与大多数公立

院校相比，其发展明显落后，家长对独立学院办学水平过高的期望与独立学院发展现状不可避免产生矛

盾，特别是新媒体环境下独立学院发展中的不足可能被夸大或脱离实际的误传又加剧了这种矛盾，家长

有时对辅导员工作缺乏足够的尊重和认同，使得辅导员在不得不面临繁重的工作压力的同时，还要面对

自身工作付出和价值得不到尊重的强烈失落感和心理压力［４］。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在新媒体建设和管

理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虚假信息、错误观点和不良情绪在新媒体传播中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新媒体

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这些问题都增加了辅导员应对新媒体的压力。总体来说，在缺乏有效的

教育合力情况下，辅导员在新媒体管理思路、方式、手段上要有创新，其压力可想而知。

总之，新媒体环境下独立学院辅导员面临的压力是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帮

助辅导员提升自身素质，优化辅导员发展的外部环境，才能帮助辅导员化解过度压力，提升辅导员的职

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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