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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领导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口 范会平 

摘 要：领导力也叫影响力 ，高校辅导员领导力提升受到权利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两个方面的 因素 ，即高 

校辅导员领导力提升的外因和内因。本文试 图从构建科学制度体 系、完善考核监督制度 、健全 奖惩制度等制度 

安排来提升权利性影响力；从加强人格修养、积累渊博知识、注重感情投入等个人魅力来提升非权力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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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的领导力 ，即辅导员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影 

响和改变他人心理 和行为的能力 。高校辅导员领导力至 

少有 以下内涵 ：一是主要体现在与学生的交往过程 中，不 

与学生交往则对其无影响力 ，也就无领导力 ；二是对学生 

的影响有 积极 的一面 ，也有消极 的一面 ；三是既包括对学 

生心理的影响，也包括对其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 ，学生在思 

想上接受了辅导员的影响，其行为上则必然会有所改变。 

高校辅导员领导力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的 

核心要素 ，是彰显辅导员权力 的组织基础 ，其运行状态与 

行使效能关乎学生管理制度维 系及其思想政治教育 的发 

挥。在 当前文化多元 、社会转型 、价值相异的历史条件下 ， 

需要借助“制度安排”的外力和辅导员“自身魅力 ”的内力 

来提升辅 导员的领导力。 

一

、 以制度安排维护辅导员“权力性影响力”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W．Waller)曾说过 ，“教师的权威来 

自制度上的地位。”⋯高校辅导员还不能完全依靠 自身的力 

量提升其领导力 ，需要借助外力来提升。制度安排就是一 

种外力 ，是促进辅导员领导力提升的他律手段 ，主要通过 

构建科学制度体系 、完善考核监督制度 、健全奖惩制度等制 

度安排来提升权利性影响力 ，从而提升辅导员的领导力。 

1．构建科 学制度体 系。俗话说 ，“没有规矩 ，不成方 

厕 。”何谓 制度?《辞海》中说 ，制度是“要求成员共 同遵守 

的 ，按统一程序办理 的规程”。建立制度的本意 ，就是让大 

家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从而避免因个人 的随心所 欲而造 

成社会的混乱和无序 ，“制度就是规矩 ，规定师生什么可以 

做 ，什么不可以做 ，应 当怎样做”，它不应 只是挂在墙上 以 

备检查的摆设 ，而应是广大教职工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的 

行为 自觉。 提起辅导员您能想到什么?很多人的回答是 

“学生保姆”“灭火队员 ”“跑腿丁”“后勤兵 ”等代号 。现实 

生活中，辅导员 的权力最小 ，掌握的资源最少 ，能够动用的 

手段极为有限 ，承受着很大的事务性工作负荷 ，却要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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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策制度落实不力负责 ，“只叫马儿跑 ，不 叫马儿吃草” 

的权责不对等问题普遍存在。如果辅导员没有权威 、没有 

尊严 ，怎么产生领导力 ，如何让学生服从 ，怎能对学生有号 

召力 ，又怎 么能解决学 生T作 中不断涌现 的新 问题 ?因 

此 ，要想改变辅导员权责不对等现象 ，政府和高校要 制定 

有关政策 ，给辅导员“放权 ”，并且要想方设法维护他们的 

合法权益，保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和生活待遇 ，支持和配合他们的工作 ，增强辅导员的工作 

责任感和荣誉感 ，“厘清不 同层级教职员1二之间的权 责关 

系” ，理顺辅导员权 利和责任 ，使得辅导员掌握的权利与 

其付出的劳动 、承担的责任相 匹配 ，激发其内在动力 ，从而 

提升辅导员的领导力。 

2．完善考核监督 制度 。辅导员权力的行使应注意遵 

循基本的权责对等原则 ，须接受相应 的考核监督来保证 自 

己恪尽职守 、公正无私地运用好手中的权力。然而现实生 

活中的高校辅导员工作考核监督有名无实 ，徒有“台面规 

则”的辅导员T作考核监督制度在实际运作 中难以“名至 

实归”。 艮多辅导员一提起考核会产生恐慌心理 ，甚至个 

别辅导员很反感 。鉴于此 ，首先要确保学校各级人员拥有 

正确的辅导员工作考核监督观 。其实 ，考核监督制度是对 

辅导员的一种鼓励和肯定 ，更是为辅导员领导力提升提供 

帮助的有效手段。开展辅导员 。=I==作考核监督不仅仅考核 

监督辅导员本人 ，也是对全校各级人员进行考核监督 ，特 

别是对 主管辅导员的领导 。考核 内容涉及到是否干预过 

辅导员行使正当权利 ，特别是事关学生利益的“违纪处分 、 

评优评先 、组织发展”等活动中是否给辅导员施加压力 ，等 

等。领导不能强迫辅导员接受 自己的观点 ，更不能用任何 

强制性的手段命令辅导员服从 自己的指挥 ；而辅导员本人 

应按规章制度作出判断 、付 行动 ，不应屈服于任何外在 

压力 ，更不能依循诸如领导 旨意等其他标准而偏离规章制 

度。 其次 ，考核角度应多元化 ，要强调学校考评与院系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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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相结合 ，日常考核与集中考核相结合 ，重点工作与基础 

T作相结合．组织考评与学生评议相结合，要从学校领导、 

专业教 师 、学 生和 自身的角度去评价。最后 ，应对辅导员 

考核 的结果进行认真分析 ，并及时反馈给辅导员本人 ，引 

导辅导员重视 自身能力的提高。 

3．健全 奖惩制度 。奖惩制度是 考核监督机制顺利运 

行的重要保 障 ，是 高等学校人力资 源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 

分 ，是进行教育 、推动T作 的一项必要措施 ，是提高辅导员 

素质和领导力的有效手段 。奖励先进模范 、表彰好人好事 

是肯定辅导员T作的一种积极措施 。就奖励而言，在制度 

设计 、选拔方式上缺少必要 的制度创新 ，很多奖励还停留 

在几十年如一的发证 、表彰层次上 ，造成参 与评选 的辅导 

员觉得选谁都无所谓 。获奖的辅导员“没有因为获得奖励 

而焕发 m创造性和获得强烈的荣誉感 ”；对于没有获奖的 

辅导员 ，也“不能激发 出其学先进 、赶先进的T作热情”，使 

奖励T作失去应有的激励效果。 在惩戒方面 ，惩戒制度 

的长期 缺失 ，惩 戒手段严重不力 ，高校普遍没有制定具体 

的惩罚条例和实施办法，辅导员“身在曹营心在汉”现象普 

遍存在 ，但 其又没有“违 法犯罪”，学 校无法对其进行“惩 

处”，因此 ，应该健全奖惩制度。首先要对考核的结果及时 

奖惩 ，否则事过境迁就会失去教育鼓励 的作用 ；其次要将 

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定期奖惩和经常性奖惩相结 

合 ，注重将奖惩 的实体规范与辅导员 的 日常行为相联系 ， 

辅导员的奖惩必须要 接受全 校师生 的监督 ；再次 ，不能采 

用年终下指标硬凑数 ，搞人人都有份 的平均 主义 ；最后要 

严格审批程序 ，要求领导忠于职责 ，正派公道 ，坚持在纪律 

而前人人平等 ，扶正抑邪 ，真正做到奖罚分明 ，从而提高辅 

导员的领导力 。 

二、以个人魅力树立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 

1．加强人格修养。人格修养是无形的 ，却又是无处不 

在的。在校园里或者走在路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学 

生碰见有些辅导员会主动上前打招呼问好 ，并且 日常工作 

者对这些辅导员积极响应 ；学生碰见有些辅导员总是躲躲 

闪闪 ，害怕见着他(她 )。同样 都是辅导员 ，为什么学生的 

态度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乌申斯基 曾经说过 ，“在教育 中 

一 切都应 以教育者 的人格 为基础 ”，没有人格何谈 教育 ， 

“因为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 ”。因此 ，辅导员要加强 自己 

的人格修 养，要严于律 己、乐 于奉献 、以身作则、兢兢业业 ， 

不 断完善 自我 ，塑造高 尚的道德品质 ，用 自己的人格魅力 

去熏 陶和感染学生 ，使学生受到启迪 和激励 ，通过不 断增 

加其影响力，才能更好地担当起新时代所赋予的光荣而艰 

巨的重任 。 

2．积 累渊博知识。高校辅导员的_T作 主要是做人的 

T作 ，面对的是年轻大学生 ，大学生工作 既有共性 ，也有个 

性 ，不同学生的思想问题有不 同的成 因，这就要求辅导员 

要拥 有丰富的学科知识积 累。社会心理学的态度改变理 

论认为 ：具有渊博知识 的专家一般具有权威性 ，人们 比较 

容易受到具有渊博知识 的专家的影响 ，也愿意接受具有渊 

博知识的专 家的观点 ，“具有权威性 的说服者 比不具权 威 

性的说服者更能引起态 度的改变 。”作为高校学生“人生导 

师 ”的辅导员 ，倘 若其掌握 的知识还不 如学生 ，那 么你 在 

“导”学生的过程中将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学生不会 

真正地欣赏你 。鉴于此 ，高校辅导 员需要学习《高等学校 

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 )》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哲 

学 、政治学 、教 育学 、社会学 、心理学 、管理学 、伦理学 、法 

学 ”等学科 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 ，并且还要把这些知识 

应用 到 日常 的“临床诊断”式_[作当 中。对知识抱有无 限 

追求 的信念并且 日积月累地坚持 ，储备较 丰富的知识 ，尽 

可能“走在学 生的前面”，起到“导航”的作用 ，也 只有这样 

才能面对当代 日益呈现多元化特点的青年大学 生和m现 

的各种现实问题 ，创造性地开展T作 ，站在一定的高度 和 

广度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使学生信服 ，赢得学 生 

的尊敬和信赖，进而提高自身的影响力。 

3．注重感情投入。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教育是一门 

‘仁而爱 人 ’的事业 ，爱是教 育 的灵 魂 ，没有爱 就没有 教 

育 ”，同时他还指 出“好老师应该是仁师 ，没有爱心的人不 

可能成为好老师”。一名合格的高校辅导员 ，必定是一位 

“有同情心 、有爱心”的人 ，而这也正是个人魅力 的基本表 

现形式 。高校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认为是 

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 ，其实辅导员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是说不清道不 明的微妙关系 ，他们既有“严如兄长 、敬为师 

父”的师生情谊 ，又有“慈如父母 、铁如兄弟”的亲情 。因此 

高校辅导员要用“父母之心 、兄弟之情 、师生之爱 ”去呵护 

学生，平等对待每个学生 。久而久之 ，对辅导员的感情投入 

会产生效果 ，引起学生的情感反应 ，学生会把你当作知心朋 

友 ，辅导员不仅能收获学生的敬 ，而且也会赢得学生的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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