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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社会支持体系构建 
 

戴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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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对其工作、生活和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也给教育事业发

展带来负面效应。为了预防和应对辅导员职业倦怠问题，构建一个全面、多元化的社会支持体系，需要国家、

社会、学校和辅导员各尽其职。这个支持体系应涵盖政策扶持、组织支持、社区支持和个体支持等多个方面，

旨在为辅导员提供全面的支持和帮助，缓解其职业倦怠问题。通过这样的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可以促进辅导员

的成长和发展，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生活质量，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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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counselors'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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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ob burnout among college counselors is a common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 tha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work，life，and health，as well a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counselors' job burnout and build a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ified social support system，the state，society，schools，

and counselors need to do their part. This support system should cover policy support，organizational support，

community support，and individual support，aiming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o counselors and 

alleviate their job burnou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such a social support system，it can promot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ounselors，improve their work enthusiasm and quality of life，and provide better guarante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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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职业倦怠是指个体在长期为他人或事付出的过程中，因

过度消耗心理能量而出现的个人成就感下降、身心疲惫及情

感耗竭的状态。这一现象由 Freudenberger 于 1974 年首次提

出，经 Maslach 和 Jackson 的进一步阐述和完善。在中国的

教育领域，辅导员的作用日益凸显。他们是高校教师队伍的

重要一员，与大学生保持密切联系，并承担着日益多元化的

角色。每天，他们需要处理大量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这使得

辅导员的心理素质和职业倦怠状况显得尤为重要。辅导员的

职业倦怠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工作绩效和事业发展，更会直

接影响到学生的健康成长。王大贤教授的研究发现，在高校

中，辅导员比其他从业人员更容易受到职业倦怠的困扰。为

了深入了解这一现象，本研究以高职院校的辅导员为研究对

象，旨在调查他们的职业倦怠现状，并探讨社会支持对职业

倦怠的影响。通过深入了解辅导员的职业倦怠状况，我们希

望能够为帮助他们缓解职业倦怠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辅导员的工作质量和效率，还能为学生的

健康成长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一、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特殊性 

角色冲突，辅导员作为高校教师的一部分，需要承担教

育、管理、服务等多重角色。他们在工作中经常面临角色冲

突的问题，这主要源于他们需要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进行灵活

的转换和调整。例如，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辅导员应以教师的身份为指引，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处理学生日常事务时，辅导员则需

扮演管理者的角色，确保各项事务的顺利进行；而在为学生

提供心理咨询或就业指导时，辅导员又需要以服务者的身份

为学生提供支持和帮助。这些角色转换需要辅导员具备较高

的适应能力和心理弹性，但在面对不同角色间的压力和矛盾

时，如若处理不当，便会引发职业倦怠。 

情感投入，辅导员的工作对象是大学生，需要投入大量

的情感和精力。这种情感投入包括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倾听学生的问题和烦恼、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等。在这个过

程中，辅导员不仅需要关注学生的外在表现，还要深入了解

他们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真诚的关心和支持。然而，过度

的情感投入会导致辅导员感到疲惫和无力。特别是在面对一

些学生的问题和困难时，辅导员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

便容易产生焦虑和无助感。此外，长期的情感投入也会影响

辅导员的心理健康，使他们出现情绪低落、成就感降低等问

题。 

工作压力，辅导员的工作涉及到学生的各个方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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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业指导、心理咨询、就业指导等。这种多

元化的工作职责使得辅导员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压力。例如，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辅导员需要时刻关注学生的思想动

态，及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学业指导方面，他

们需要帮助学生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提高学生的学习成

绩；在心理咨询方面，他们需要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

和辅导，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在就业指导方面，他们需

要为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帮助他们顺利找到工作。这些工作

要求使得辅导员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容易引发职业倦

怠。 

自我价值感，辅导员的工作成果往往不是直观的，而是

通过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来体现。这种自我价值感的模糊性会

导致辅导员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产生怀疑。尽管辅导员的工

作涉及到学生的各个方面，但他们的努力往往难以得到学生

的直接认可和回报。此外，由于辅导员的工作往往与学生的

日常生活和学习紧密相关，这也使得他们在工作中难以获得

明显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这种自我价值感的缺失是会影响辅

导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动力，进而引发职业倦怠。 

缺乏社会支持，辅导员的工作往往被视为“软任务”，

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和认可。这使得

辅导员在工作中容易感到孤独和无助。尽管辅导员的工作涉

及学生的各个方面，但社会上往往对辅导员的工作缺乏了解

和认可。这主要源于人们对辅导员工作的误解和偏见，认为

他们的工作缺乏专业性和技术性。这种社会支持的缺失会影

响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动力，进而引发职业倦怠。 

二、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分析 

职业特性是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直接驱动因素。作为高校

教师和管理队伍的重要构成部分，辅导员承载着教育者和管

理者的双重身份。然而，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处于多头管理

的状态，导致许多辅导员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无法准确把握，

缺乏职业期待和归属感，这是他们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作

为教育者，辅导员与其他专任教师一样，承担着崇高的使命

和繁重的工作任务，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压力和工作量。而

作为管理者，他们的工作大多集中在日常的事务性工作上，

如学生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秩序等，这些工作的复杂性繁琐性

使得辅导员被戏称为“超级保姆”和“救火队员”。这种没

有鲜明职业特性的工作状态，使他们对自身职业前景感到迷

茫，增加了他们的工作压力。 

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外部诱因主要包括社会的消极因素

和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在社会中，

一些负面效应如“金钱至上”、“个人主义”等思想在不断扩

散，人们对辅导员职业的轻视和误解导致其地位和待遇受到

冷落，使其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尽管社会舆论强调

教育的重要性，但在现实中，辅导员面临着工作繁重、待遇

偏低以及发展空间无法得到保障等问题，这使得他们在付出

大量劳动后得到的报酬与他们的劳动价值之间存在较大的

反差，高投入与低成就感之间的矛盾也让他们感到困扰和无

奈。使辅导员对自我劳动价值产生质疑，从而加剧了他们的

心理困扰和职业倦怠的问题。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近 70%

的辅导员表示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其中 34%的辅导员表

示压力非常大。超过 60%的辅导员考虑过或正在考虑转行。

超过 80%的辅导员认为自己的工作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缺

乏职业认同感和成就感。因此，需要改善外部环境、提高待

遇和增强职业认同感等方面入手，为辅导员提供更好的工作

环境和发展机会。 

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因素。综合素

质高的辅导员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压力，降低职业倦怠的发

生概率。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辅导员在专业能力、人际交

往、抗压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这影响了他们的工作表现，

增加了职业倦怠的风险。此外，辅导员的人格状况也与职业

倦怠的产生密切相关。研究显示，具备坚韧人格特征的辅导

员能更好地应对职业应激，降低倦怠程度。因此，提升辅导

员的综合素质、关注个体差异以及完善人格特征对于缓解职

业倦怠至关重要。 

三、社会支持体系的重要性及其构建要素 

（一）社会支持体系对缓解职业倦怠的作用 

提供情感支持，辅导员在面对工作中的挑战和压力时，

会感到情绪低落、焦虑或困惑。社会支持体系提供专业的心

理咨询，帮助他们调节情绪、理清思路，以更好地应对工作

压力。心理咨询还可以帮助辅导员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感需

求，从而在工作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辅导员之间建立互助

小组，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感受，互相支持和鼓励。这种互助

小组可以为辅导员提供一个安全、温馨的环境，让他们感受

到自己的情感需求得到了关注和满足。同时，通过交流和分

享，辅导员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的处境，增强彼此之间的理

解和关心。社会支持体系还可以定期举办座谈会，邀请辅导

员参加，共同探讨工作中的问题、分享经验和感受。这种座

谈会为辅导员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情

感需求得到了关注和满足，通过交流和分享，辅导员更好地

理解彼此的处境，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关心。 

给予实际帮助，社会支持体系提供各种培训机会，帮助

辅导员提升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这些培训包括心理健康教

育、沟通技巧、领导力培养等方面，让辅导员在工作中更加

自信、高效和有成就感。通过培训，辅导员能更好地应对工

作中的挑战和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减轻职业倦怠。社

会支持体系提供职业发展指导，帮助辅导员更好地规划自己

的职业发展路径。这种职业发展指导包括职业规划、晋升机

会、个人发展等方面，让辅导员更加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和

发展方向。通过职业发展指导，辅导员可以更好地规划自己

的职业道路，增强职业满足感和成就感，从而减轻职业倦怠。 

增强社会认可，社会支持体系可以通过提高辅导员的社

会地位和认可度，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例如，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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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宣传优秀辅导员的事迹、举办辅导员论坛、建立辅导员协

会等方式，增强社会对辅导员职业的认知和理解。这些举措

可以增强辅导员的自信心和满足感，降低职业倦怠的发生概

率。 

促进资源整合，社会支持体系可以与医疗机构合作提供

医疗保障服务，帮助辅导员解决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提高

工作质量和效率，这种医疗保障服务可以包括定期体检健康

咨询、疾病预防等方面，让辅导员能够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

更好地投入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减轻因身体健康问题导

致的职业倦怠风险。除了以上描述的内容之外，在促进资源

整合方面还可以包括为辅导员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当他们在

生活中或工作中遇到法律问题时可以得到专业的法律咨询

和帮助，帮助他们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减轻因法律问

题导致的职业倦怠风险。社会支持体系提供家庭照顾服务帮

助辅导员解决家庭负担问题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这种家

庭照顾服务可以包括儿童照顾老人照顾家庭照料等方面让

辅导员能够更好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减轻因家庭

负担导致的职业倦怠风险。社会支持体系建立完善的休假制

度让辅导员工能够合理安排自己的休息和放松时间减轻工

作压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

从而减轻因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导致的职业倦怠风险。 

提供信息交流平台，社会支持体系可以建立一个信息交

流平台，让辅导员之间、辅导员与社会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

分享。例如，可以建立在线社区、举办研讨会等活动，让辅

导员分享经验和知识，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源。这些平台可

以促进辅导员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提高工作效率和减轻职业

倦怠。同时，通过分享经验和知识，也可以让社会更好地了

解和认识辅导员职业的挑战和困难，从而增强社会的理解和

关心。 

（二）辅导员职业倦怠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要素 

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保障辅

导员的职业地位和权益，明确辅导员的职业责任和权利，为

辅导员提供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公平的待遇。制定和实施教育

政策，关注辅导员的专业发展和职业成长，提供培训机会和

职业发展指导，促进辅导员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制定和

实施职业发展政策，为辅导员提供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路径和晋

升机会，鼓励辅导员在职业生涯中发挥潜力和实现自我价值。 

组织支持体系构建，合理安排辅导员的工作任务和工作

量，避免过度负荷和工作压力过大，确保辅导员能够高效地

完成工作任务并保持良好的工作质量。优化辅导员的工作环

境，提供必要的工作设施和资源，改善办公条件和教学设施，

提高工作效率和舒适度。加强辅导员之间的团队建设，促进

相互合作和支持，提高工作效率和团队凝聚力。通过团队活

动、交流会议等方式，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协作。 

家庭支持体系构建，关注辅导员的家庭状况和需求，提

供家庭关怀和支持，帮助解决家庭问题和困扰，让辅导员能

够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为辅导员提供亲子关系教育和指

导，帮助处理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提高家庭和谐度

和亲情关系。 

社会支持体系构建，提高社会对辅导员职业的认知和认

同，让公众了解辅导员的工作内容和贡献，增强辅导员的职

业自豪感和归属感。加强公众对辅导员职业的理解和支持，

为辅导员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工作条件，让辅导员感受到

社会的关心和尊重。借助媒体的力量宣传辅导员职业的重要

性和价值，通过报道典型案例、宣传优秀辅导员的事迹等方

式，提高社会对辅导员职业的关注度和认可度。 

个人支持体系构建，为辅导员提供心理健康辅导和支

持，帮助处理工作压力、情绪问题和心理困扰，提高心理韧

性和适应能力。通过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提供在线心理

咨询等方式，让辅导员能够及时调整心态、保持积极向上的

精神状态。为辅导员提供职业规划指导和咨询帮助制定职业

发展目标和计划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机会

通过开展职业规划培训、一对一咨询等方式让辅导员明确自

己的职业定位和发展路径激发其工作动力和热情。为辅导员

提供自我管理技能的培养和提升机会包括时间管理沟通技

巧领导力培养等方面提高工作效率和个人能力通过定期举

办相关培训、经验分享会等方式让辅导员学习掌握有效的自

我管理技巧提高工作效率和个人素质为其更好地应对职业

倦怠提供有力支撑。 

四、结语 

辅导员职业倦怠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需要多方面的要

素和努力。通过政策支持、组织支持、家庭支持、社会支持

和个人支持的全面推进，可以建立起完善的辅导员职业倦怠

社会支持体系，帮助辅导员应对职业倦怠问题，提高工作积

极性和生活质量。同时，社会各界也应该关注和支持辅导员

职业的发展，为辅导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共

同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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