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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心理健康教育的高校辅导员

执行力提升初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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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影响高校辅导员执行力的因素很多。９０后大学生，是由高校辅导员所管理的群体，是辅导员执行力的受
体。从９０后大学生和８０后辅导员两方面分析高校辅导员执行力弱化的原因，并探讨以心理健康教育为辅助手段，提升
高校辅导员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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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高校思想教育工作中起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为辅助手段，能切实

提高高校辅导员执行力。

１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起源与发展现状
肖汉仕教授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又称心理素质教育，

简称为心理教育或心育。它是教育者运用心理科学的方

法，对教育对象心理的各层面施加积极影响，以促进其心

理发展与适应、维护其心理健康的教育实践活动。心理

健康教育包括了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

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步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期。起先是由一些回国的留学人员在大学生中发起了

心理咨询活动，然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先后成立

了心理咨询中心，逐步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９０年
代后，政府逐渐重视心理健康教育，颁布了一系列文件规

定。国家教育部在２００１年３月和２００２年４月，分别颁布
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意见》和《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

要（试行）》两个重要文件，从此，心理健康教育正式进入

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体系。到目前为止，全国各高校都已

建立起了自己的心理咨询中心，同时，采用面谈、团体辅

导、电话热线、书信咨询、网络咨询等多种方式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了生活方式、学习方法、职

业选择、情绪反应等多个方面；用建立心理档案、发放调

查问卷等多种技术手段测量教育成效。当前，心理健康

教育已成为高校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

２　高校辅导员执行力弱化的原因
执行力，最早被使用于行政法学领域，指的是对具体

行政行为予以强制执行的强制力或法律效力，后来被引

申用于企业管理领域。美国学者保罗·托马斯和大卫·

伯恩在《执行力》一书中提出，执行力就是贯彻战略意图、

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就个人来说，执行力就是办

事能力；就团队来说，执行力就是战斗力；就企业来说，执

行力就是经营能力。高校辅导员执行力，就是指辅导员

在对学生进行日常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及时、准确、有

效地执行上级部门和领导的教育教学政策、方针和决议

的能力体系［１］。影响高校辅导员执行力的因素很多，本

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２．１　从９０后大学生层面分析
９０后大学生，是由高校辅导员所管理的群体，是辅导

员执行力的受体。所谓９０后，即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出生
的中国公民，是当前大学生中的最大群体，他们成长在社

会转型加剧、改革加深、开放扩大的重要时期，既是经济

利益大幅发展的受益者、网络时代的优先体验者，同时也

是腐朽与浮躁意识的受害者［２］。他们具有如下特点：（１）
存在强烈的矛盾性。９０后大学生本身具有极为强烈的矛
盾性，指的是他们本身有时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性格特

点：在网络上或熟人朋友面前，热情开放，充满着活力，喜

欢和人讨论，但在现实中或者陌生人面前却沉默寡言，不

与人主动交流或对别人抱以冷漠的态度；他们一方面有

着强烈的个人意识，不希望别人过多地过问自己的事情，

就算是自己的父母也是一样；但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９０
后都为独生子女，从小到大很多事情都是由父母包办，自

己很少独立完成家务事，也很少做出自己独立的决定，对

父母有着强烈的情感依赖，依赖性很大；很多时候有着自

己独特的想法，对于所谓的权威并不盲目跟从，能独立思

考问题，有个人想法，但由于阅历和知识程度不够，易盲

目跟从他人观点，完全抹杀自己的想法。这种强烈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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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性，来自于他们成长于一个社会转型加剧、激烈变革的

时代。因为时代的影响，他们既接受了积极的一面，也接

受了消极的一面，导致性格特点出现了强烈的矛盾性，正

面与负面性格并存，很容易互相转化，从一个极端到另一

个极端，这对于提高高校辅导员执行力是一个好坏参半

的影响。当学生处于积极正面性格时，能提高辅导员执

行力的效率；但当处于消极负面性格时，会降低辅导员执

行力的效率。（２）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
由于９０后大学生大部分都为独生子女，个人主义倾向非
常强烈，只顾及自己的想法，很少顾及他人的感觉，缺乏

分享精神，没有团队合作意识；同时，还有着非常强烈的

功利主义倾向，做任何事情考虑的都是自己个人利益，不

管集体利益的得失，很少人有奉献精神，即使是帮助他

人，也有着自己的个人目的。这种个性特点对于提高高

校辅导员执行力是一个负面因素。（３）心理非常脆弱。
９０后大学生大部分从出生之后都衣食无忧，个人事情都
由父母一手包办，就和温室中的花朵一样，基本没有经历

过挫折和打击，因而心理素质偏弱，抗压能力明显不足。

对９０后大学生“遇到挫折后”的心态调查表明：有７２．３％
的学生表示自己心理会留有阴影，并开始怀疑自己的能

力；甚至有５．１％的学生表示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只有
９．４％表示愿“总结经验从头再来”［３］。９０后大学生在性
格上的脆弱性对于提升高校辅导员执行力非常不利。

２．２　从高校辅导员层面分析
目前高校辅导员主要由８０后组成，他们的特点是：

（１）工作能力有限，工作经验不足。８０后辅导员很多并不
是毕业于教育学、心理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也

没有系统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导致职业技能理论知识

明显不足；而且工作时间尚短，自身的社会阅历也不足，

导致工作经验也缺乏。因此，８０后辅导员的执行力效率
普遍不高。（２）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在高校不断扩招
的当下，每个辅导员所要面对的学生不仅仅是教育部规

定的２００∶１，很多时候，一个辅导员要面对一个年级３００
多甚至到４００多学生，有时候是５００多以上的学生。超负
荷、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使辅导员身心疲惫，很容易产生职

业倦怠感［４］，大大降低了辅导员的工作热情以及责任心，

对于工作的态度不再是敬岗爱业，而是敷衍了事，应付过

去就好。（３）工作稳定性差，职业认同感低。许多８０后
的高校辅导员由于高校自身政策方面的问题，对于自身

今后的发展普遍感觉迷茫，找不到明确的发展方向，还有

许多８０后辅导员只是把这项工作当做跳板，有更好的机
会就马上离开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岗位。这导致８０后辅
导员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很低，自然也就无法全身心

投入到工作中，大大降低了辅导员执行力效率。

３　基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辅导员执行力提升
３．１　对９０后大学生

（１）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同时辅以讨论、辩
论等多种互动交流形式，广泛系统地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树立起良好的心理保健意识，帮助９０后大学生正确认识
自己所遇到的心理问题，从而积极主动地缓解与预防自

身负面情绪的出现，尽量保持自己性格中积极正面的

部分。

（２）将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帮
助９０后大学生缩短与社会之间的距离，让他们能走出自
己的小圈子，深入城市和农村，了解现实的社会和生活，

并能主动地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从而弥补他们因是独生子女的原因所缺少的为社

会、为集体、为他人的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

（３）为每个９０后大学生都建立心理档案，并以网络、
电话咨询等多种交流方式，积极开展一对一的心理咨询

和心理辅导工作，及时发现９０后大学生所遭遇的各种挫
折和打击，并帮助他们处理和克服这些问题，增强他们的

心理素质和抗打击能力。

由此，８０后高校辅导员能更为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
对于提高辅导员执行力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３．２　对８０后辅导员
（１）一方面要加大对９０后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的普

及宣传与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８０后辅导员的心理
健康知识教育，而且，对于他们的要求要更高，辅导员队

伍中必须有一支心理健康专业的骨干队伍，以此为核心，

帮助其他辅导员在寒、暑假期间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

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充实８０后高校辅导员的理论知识，
为做好辅导员本职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２）注重对８０后辅导员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工
作，帮助他们克服由于超负荷、高强度工作所产生的职业

倦怠感以及由于对前途的迷茫而对于自身职业感认同低

的问题，重新燃起８０后辅导员对自身工作岗位的热情与
敬业精神，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

（３）以心理健康教育为辅助手段，帮助８０后辅导员
提高沟通能力，沟通能力是辅导员必需的基本能力之一。

首先，８０后辅导员通过对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全面、系统深
入的学习，已有了深厚的理论知识基础，然后，通过已建

立的９０后大学生心理档案以及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的
记录，使８０后辅导员能切实了解自己所带的每一个学生
的性格特点、喜好以及如何和他们有效沟通等方面的实

践资料，双管齐下，切实提高自身的沟通能力，为提高辅

导员执行力提供重要的保障。

由此，强化了８０后高校辅导员自身的能力，解决了
他们自身的心理问题，切实提高了辅导员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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