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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民办高校辅导员归属感缺失探索研究 

——以重庆人文科技学院为例 

徐俊生1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 401524) 

【摘要】本文对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67名辅导员进行了调查，然后对调查的问卷进行整理分析。从民办高校辅导

员归属感的缺失出发，分析了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辅导员归属感缺失的主要现状，探讨重庆个别高校在提高辅导员归

属感的实践探索，希望对其他民办高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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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成长成才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提高辅导员的归属感应基于对辅

导员工作的满意状况。因此，明确辅导员对工作哪方面满意或是不满意，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提高其归属感和工作积极

性的首要任务。 

1 重庆民办高校基本概述 

重庆民办高校创办的时间不长，有些体制、机制尚处于探索之中，辅导员队伍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如学生规模不断

扩大与辅导员数量不足之间的问题;辅导员工作任务过重与学生、学校和社会对辅导员工作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学生工作的延续

性要求与辅导员队伍不稳定之间的问题。 

重庆目前有民办高校 24所，其中本科办学 8所(2所民办本科、6所独立学院)，高职高专 16所。重庆民办高校在校学生约

24万，按照教育 1:200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全市应有 1200名，但根据调查辅导员所带人数都在 200 以上，多则 400多，这远

远达不到教育部的规定。因此民办高校辅导员工作如何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继承、改革与创新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2 研究样本基本情况 

(l)辅导员人数:全校专任教师总数 1008 人，专职辅导员 67 人，占全校专任教师总数的 6.65%。这 67 名专职辅导员中，男

性 18人，占总数的 26.87%;女性 49人，占总数的 73.13%。 

(2)职称结构:暂无职称的有 34人，占总数的 50.7%;讲师 12人，占总数的 17.9%;助教 18人，占总数的 26.9%;副高 3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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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教师)，占总数的 4.5%。 

(3)学历结构:本科 53人，占总数的 79.10%;硕士 14人，占总数的 20.90%。 

(4)年龄结构:全校辅导员平均年龄 29.39岁，其中 20-29岁的 52人，占总数的 77.61%;30-39岁的 9人，占总数的 13.43%;40

岁以上有 6人，占总数的 8.95%。 

(5)工作年限:工作最久高达 10年，平均工作年限 3.6年，其中工作 1-3年 35人，占总数的 3.47%;4-8年的有 24人，占总

数的 2.38%;9年以上的有 7人，占总数的 7.46%。 

(6)带班人数:辅导员平均每人带 255.7名学生，其中最高 376人，最低 197人。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辅导员有以下几个特点:男女比例失调，女性辅导员明显多于男性辅导员;辅导员工作队伍呈低学历、年

轻化状态，工作年限短;辅导员职称问题凸显，低职称，而且大多数辅导员仍旧没有评职称。 

3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辅导员归属感的现状 

3.1归属感普遍缺失 

辅导员的工作涉及面广、自身角色定位不明、发展前途受限等因素，往往使其疲于应付各种杂事，容易产生身体和心理的

疲劳，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在对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67名辅导员进行调查后，结果显示，38.81%表示对学校极度没有归属感，

53.24%表示没有归属感，20.89%表示有归属感但是不强烈，1.96%表示有很强的归属感。在对辅导员进行走访时，大多数辅导员

都存在几个共性问题:首先思想不稳定，都有着换工作的准备，或者考研，或者辞职。其次认为自己属于学校的最底层，工资低，

工作任务繁重，工作压力大，工作角色模糊。因此可以得出: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辅导员归属感缺失。 

3.2辅导员流失严重 

通过对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辅导员的调查发现，90%以上的辅导员本身并没有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的计划，他们在岗计划工作

时间长则 4 年，短则 1-2 月，有的一直处在随时准备离职的状态。辅导员不愿意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来自家庭、个人、社

会等多方面。部分辅导员在升学、升职或离职后能更好地发展，对某些辅导员产生了强烈的诱惑，辅导员的大量流动对他们产

生了认知上的冲击，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缺乏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的决心。调查中可以发现，新进辅导员在归属

感上仍抱有较大希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年限可以提高自己的归属感，归属感最缺乏的是工作 4-8年的辅导员。 

3.3职业认同度低 

辅导员这个职业在高校中是再熟悉不过了，可出了高校又有多少人知道。也许在人们眼中就只认得“教师”这个职业。辅

导员制度从 1953 成立以来，一直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定义与名称，直到 2014 年教育部出台了《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才把辅

导员定义为高校辅导员。高校辅导员在社会工作中常常会被问及自己的职业，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职业的存在。这在一定程

度上挫伤了辅导员内心的自尊和自豪感。 

3.4民办观念重 

辅导员归属感的提高会使辅导员延续工作激情、提升工作主动性和增强责任意识。大多数人中，民办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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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民办高校是不正规的，民办高校主要是赚钱的，导致部分人认为民办高校辅导员不能和公办院校辅导员相提并论，这种概

念伤害了民办高校辅导员的自尊，以“公立最优”的传统观念始终占主导，致使多数青年辅导员的潜意识里，仍然存在着自卑

的心理倾向，致使辅导员缺少安全感、归属感，认为民办院校不是久留之地，只不过是职业选择的中转站
[1]
。 

4 重庆民办高校提高辅导员归属感的实践探索 

当前民办高校辅导员归属感的缺失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无论是高校辅导员的未来如何发展，还是如何有效提高民办高校

辅导员的归属感都需要深入研究探讨
[2]
。目前国内关于提升辅导员归属感的举措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4.1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提升辅导员归属感实践探索 

4.1.1重视辅导员工作，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门人才 

辅导员工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第一线，责任重大，任务繁重，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非常重视辅导员的工作。为了培养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该校不断加大对辅导员工作要求的同时，从政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对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加以

保护和激励，但由于民办体制的特殊性，往往与辅导员理想中的差距甚大。 

4.1.2建立辅导员资助计划 

该校主要根据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来制定《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青年辅导员培养资助计划》(以下

简称《辅导员资助计划》)，该制度主要将辅导员分成三个部分，即 A、B、C，这三者的申请条件不同，主要是根据初级辅导员、

中级辅导员、高级辅导员来制定，体现了该校对辅导员的重视程度。自从该校制定了《辅导员资助计划》后，辅导员流失明显

减少，可以看出辅导员归属感除了从工资方面进行一定的考虑以外，人文关怀和居住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只起到了一

部分的作用。 

就总体而言，辅导员对工作越满意，其归属感越强。因此，应该从辅导员专职队伍的实际出发，鼓励、支持他们安心本职

工作，如何提高收入低、工作强度大的辅导员的工作满意度，如何让辅导员在工作岗位上更能实现自我，体现个体价值，形成

完善的辅导员队伍激励和保障机制是目前高校函待解决的问题。4.2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提升辅导员归属感实践探索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则参照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晋升等级，设立辅导员“职级晋升”系列，建立《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

院专职辅导员级别晋升管理办法》，一级相当于科员，二、三、四、五级分别相当于副科、正科、副处和正处。 

(l)建立辅导员晋升办法，规范辅导员管理。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试行的《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专职辅导员级别晋升管

理办法》根据辅导员工作年限把辅导员分为几个级别。事实上，该校实行的是“科员-科级-处级”辅导员，根据工作年限和条

件每年定期对申请的辅导员进行答辩，充分考虑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性，注重考核辅导员的综合表现，具体从事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年限、获奖情况和科研成果等方面进行评审。这一制度可以拓展辅导员岗位的政治空间，增强辅导员岗位的吸引力，

让辅导员有事业归属感。 

(2)分方向管理、建设职业化、专业化队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除了进行级别晋升管理以外，还进行了分方向管理，辅

导员根据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指导、就业指导课等分方向。这样让辅导员把工作当作一项可以长期从事的职业来做，

在职业化的前提下，辅导员根据自身能力、特点和工作需要，专门从事和研究辅导员某一项或几项工作职责，通过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不断提升，最终在某些领域达到专业化、专家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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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其他高校提升辅导员归属感实践探索 

在重庆有些民办高校是依托母体大学，辅导员的待遇及其编制按照母体学校走，这既提高了辅导员的待遇又使辅导员得到

基本满足。另外有些是参照专任教师的职称评聘等级，设立辅导员“等级聘任”系列。一级相当于助教，二、三、四级分别相

当于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成立专门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实行标准单列、指标单列、序列单列、评审单列。让辅导员

看到自己的发展机会，使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以发挥他们自身潜能，更有利于稳定辅导员队伍。 

不同高校对辅导员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所以高校辅导员的归属感自然也不一样。就重庆目前民办高校辅导员的归属感程度

而言，从走访调查分析可得出，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辅导员的归属感比较高，不管是从教师的工资待遇或者福利，目前在重

庆算是比较好的。当然从全国的范围上讲，又是有差距的。比如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辅导员归属感就很强，幸福感指数也比较

高，而高校辅导员主要是按照母体学校的体制来执行的，所以相关福利待遇都比较好。 

高校辅导员归属感对于辅导员自身的自我效能感、集体效能感都具有很深的影响。辅导员如果可以感受到学校的支持，满

意自己的住所和待遇等，那么辅导员对抗挫折的勇气和力量也会增强，反过来也会增强辅导员对学生的责任感和对学校的认同

感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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