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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辅导员专业化”丛书，是教育部重大课题“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会重点课题“高校辅导员工作专业化研究”的最终成果。
　　丛书的基本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当代社会
与大学生学习、生活实际为基础，以我国民族文化为背景，以发达国家相关学科知识为借鉴，以促进
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旨在探索、形成有中国特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体系，实现高校
辅导员工作专业化与科学化，培育大学生良好德性与非智力因素，与智育紧密结合开发人才资源。
　　丛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满足大学生成长成才需要，并根据大学生的这一根本需要，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和高校辅导员队伍的职能实现。
成长成才是大学生发展的主线，也是辅导员工作的根本任务与目标。
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既是个体不断学习、选择、提高的自主性过程，也是个体不断认识、适应、
推进社会发展的社会化过程。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一切领域都呈现学科化与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所有群体都有开展竞争与自主创新
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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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与辅导员工作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基础上研究论述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
设的基本问题：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应掌握的指导思想、重大方针、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新时
期加强和改进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目标和任务；高校辅导员队伍的性质、职能和工作价值；着眼于
辅导员全面素质的提高，加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队伍的协调配合；贯彻执行高校辅导员队伍
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实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建设措施，探索辅导员队伍发展的模式；我国高校辅导
员队伍建设与国（境）外高校学生辅导工作队伍建设的比较研究。
本书还专门讨论了高校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特点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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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人的自由发展”的内涵，恩格斯指出：“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成为自
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能够通过自觉地驾驭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自觉地驾驭自然
，从而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时，人对于外部世界（自然、社会）的自由转化为人主体内部的自由，人的主体活动处于发挥独特
个性、潜能的自由状态，向以人自身发展为目的的最高境界升华。
　　马克思主义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因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
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以人的发展状态为基本特征，划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论述了人的发展的历史进程和
社会条件。
他精辟地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也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
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
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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