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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德育研究丛书：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勇于探索突破，做
了许多新的尝试，如对辅导员专业化、专家化、职业化的阐释、用社会工作的理念来论述辅导员的职
业发展等；其三，内容的系统性。
《大学德育研究丛书：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既有对辅导员职业历史的考察，又结合辅导员当前的现
实工作；既有对辅导员职业共性的阐述，也有个案的解释，时空连续，内容完备。
关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著作凑过一些，但《大学德育研究丛书：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与其他著作相
比有着鲜明的特色。
其一，理论性与实用性较好地结合。
与一般的论著相比，该书将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运用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更
有丰富的实践基础，尤其是参加编著的同志长期在高校一线从事大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该书是对他
们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其二，创新性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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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榜样示范　　针对大学生上进心、模仿能力强等特点，通过榜样示范对大学生进行学习辅导
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通过树立榜样，为大学生提供了努力的方向、目标、动力和方法。
榜样的来源主要是那些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的学生，他们往往学习刻苦认真、志向远大，能够在同学
中起到很好的表率和示范作用。
　　通过这些形式对学生进行学业方面的教育或辅导，确实对协助大学生解决学习问题起到了一定的
帮助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1．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辅导时，往往是站在“长者”或“强者”的立场上，对学
生进行教诲或灌输，而很少尊重受辅导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很少考虑他们的内心感受和情绪体验
。
甚至有的辅导人员，动辄对领悟力差或反应慢的学生训斥或谩骂，严重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
这显然是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不能真正地从人格和尊严上尊重学生，不能从内心地去关
怀、爱护学生，从而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而对这些学业成绩差或失败的学生而言，他们往往具有自卑、敏感、焦虑、抑郁、挫折承受力差等消
极特征，他们更需要辅导人员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去帮助他们。
　　2．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
在目前的学习辅导或教育过程中，主要采用以班级或年级为单元的辅导方式，而不是根据学生学习问
题的种类进行分门别类地辅导，相对忽视了学生的个别差异性。
由于教育经历、个性特征的差异问题，每个学生所面临的学习问题往往表现各异，如有的学生可能表
现为学习动力问题，有的学生可能表现为学习适应问题，也有的学生表现为学业规划等问题。
如何再将学生的学习问题分得细化一些，可能表现为学习动机缺乏、学习动机过强、学习目标模糊、
学习方法不当等各类问题。
因此，只有在尊重辅导对象的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之上，按照其学习问题的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学习辅
导方法，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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