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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自觉与辅导员工作 ①

安春焕，廖　巍，李增蓉，陶　娟
（湖南科技大学 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辅导员的工作职责要求其应该在文化自觉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应该在自觉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高
校教师、学生朋友等身份的基础上，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大学生对人生社会的正确认识，达到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的目的。

同时，辅导员也应该在工作过程中努力将实现人的自觉作为自身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同时，培育

和实现自身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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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提出了“深
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新要求，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

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

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要在工作中贯彻这一精神，高校辅

导员在培育大学生的文化自觉过程中，更应该努力培育

自身的文化自觉，以自身的自觉来助推大学生的文化

自觉。

１　文化自觉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文化自觉”

成为我国学界讨论的重要论题之一，有关研究集中在四

个方面：文化自觉理论体系的研究，文化自觉在社会、文

化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化自觉在学术学科发展中的方

法论意义研究，以及对文化自觉的经验总结［１］。“文化自

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

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

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

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

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

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２］从其本质来看，“所谓文化自

觉，其实也就是人的自觉”［１］。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

党中央关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精神及其具体举措，就

是要通过教育体制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完善学校内

部治理结构，以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真正的人才，必然

是自觉了的人。因此，高校教育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教

学活动，推动大学生实现自身的自觉。辅导员因其工作

的性质和职责而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文化

自觉在辅导员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

２　加强高校辅导员的文化自觉意识
辅导员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负有双重责任：一方面，

作为社会存在体，辅导员需要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

具有自知之明；另一方面，作为教育工作者，辅导员又需

要切实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以促进高校学生对于生

活于其中的文化的自知之明。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化自

觉“是主体性确立条件下的文化认知、文化认同和文化创

造共同组成的有机体系”，而文化创造是其实现的根本途

径，“只有当人把认同的文化通过文化创造再生产出来的

时候，人的本质才得以完成和实现。”［１］

２．１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自觉
辅导员直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辅导员工作的核心本质，就

应该首先自觉自己的身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

自身工作的基本性质，才能意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才

能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时刻加强对

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学习。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

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２］，辅导员通过对

自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身份的认定，也即确立自身高

校辅导员的主体性地位，才能对自身的文化有真切的认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１０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１２Ｃ０１４７）
作者简介：安春焕（１９８２－），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主要从事伦理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识，也才能真正落实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个人怎

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３］辅导员如果

不能认同自身的身份，只会导致角色错位，其所肩负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任就很难落到实处。

２．２　作为高校教师的自觉
除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角色之外，在大学生的

眼里，辅导员又是他们值得信赖的教师。“学高为师，身

正为范。”辅导员应该以此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获

得大学生的信任，达到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目的。当前大学生爱国热情强烈却又缺乏

责任意识，政治意识敏锐而又缺乏辨析能力，人生进取意

愿强却集体观念弱，成才立业期望强又挫折承受能力差，

道德法制观念强却缺乏基本的文明素养［４］。面对这样的

形势，要想培养大学生成才，仅仅依靠专业教师课堂是远

远不够的。这就要求辅导员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正确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身存

在的优缺点，取长补短，建立对于人生社会的正确认识。

２．３　作为学生朋友的自觉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

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５］人们在改变环境

的同时，也就是在改变自己。同样的道理，辅导员在以正

确的理论改造大学生的思想世界的同时，其实也就在塑

造着同样的自己。品质优良、学习突出的学生固然帮助

了辅导员的工作和生活，那些品质顽劣、学习拖拉的学生

又何尝不是在成就辅导员的内在修养和能力呢？“见贤

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而能够促

使辅导员实践这一理论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将自己看作

学生的朋友。

２．４　作为人的自觉
文化自觉的本质就是要实现人的自觉，就是要发挥

人的本质，真正落实马克思主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的精神［６］。因此，高校辅导员在自己的工作生活过程中

最终要实现的，是自己作为人的自觉。辅导员只是行为

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承担的社会角色，支撑其实施这一角

色的根本依据当然还是“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人

的社会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使得人只能

以某些特定的社会角色的形式展现出来，而其文化自觉

也必然需要借助于相应的社会角色才能实现。因此，高

校辅导员在做好自身本职工作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自

身作为“人”的本质，事实上这二者之间是必然统一的。

对于辅导员来说，“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学习和掌握

做好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本领”［７］，对于辅导员来说，做好

自身的本职工作，就是在实现人的本质，在加强思想政治

教育、引导学生成才的过程中，真正实践对于自身文化的

“自知之明”。

３　培育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五·四”座谈会上强调，“青年

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

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为青年驰骋思想打开更浩瀚的

天空，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年塑造人

生提供更丰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条

件。”［８］要达到“青年兴”“青年强”的目的，加强在校大学

生的文化自觉，树立其文化自信，无疑是基础性的工作。

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辅导员应该在自觉其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身份的基础上，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大学生建立

对于人生社会的正确认识，及时帮助大学生解决生活、学

习中的人生难题，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学生的互动中去，使

自己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努力实现其作为“人”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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