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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局之年，上海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
育论文集问世了。论文集是对学校近年来思政理论和实践工作的梳

理，它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它源于学校的工作，又指导着学校的工

作。文集收录了学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论文３１篇，其中既有关于思政
理论的探讨、学校党建的研究、思政实践工作的总结，还有对大学生领

导力研究领域的涉猎。论文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坚
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坚持

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充分展现了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征

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上理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当然，作为一
所工科院校，这本文集算不上鸿篇巨著，但它字句篇章中凝聚了学校思

政工作者在思政领域的辛勤耕耘，潜心研究。

教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关系民族和未来的基础工程。学校教育，

育人为本。要把人才培养作为高等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根本任务，把思想

政治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令人欣慰的是当快
餐文化盛行，历史文化逐渐被科学文明代替、人文元素逐渐被成本效益掩

盖，学校仍然有一批学者在为学生的道德教育呕心沥血、一批批教师在为

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不断求索，一批批辅导员为思政工作的创新之措苦
思冥想，在此特别感谢他们为思政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奉献和付出。今后

将进一步总结和借鉴已取得的经验，增强精品意识，努力探寻思政研究和

实践工作新的着力点，为学校和谐稳定、科学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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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为本　文化为魂　推动高校
辅导员队伍内涵发展①

高德毅

　　当前，高等教育正在从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向以质量为核心的
内涵式发展转变。辅导员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必须把这支队
伍纳入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大局中进行整体规划、系统推进，而这必将
使我们更加理性地审视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问题和矛盾，创新辅导员队
伍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推动辅导员队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现实困境的理性反思

　　以２００６年教育部２４号令（《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颁发、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为里程碑，高校辅导员队
伍建设在过去５年多里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队伍规模不断壮大，整体
素质不断提升，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社会认同度不断提高，一支相对稳
定、务实高效的辅导员队伍已经成为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服务高校和
谐稳定的中坚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辅导员队伍建设新一
轮的大发展，不仅需要对成效和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更需要对矛盾和问
题进行理性审视。调研显示，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主要面临着结

３

① 本文已发表至《思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构性矛盾、专业化矛盾和体制性矛盾三大困境。

一是结构性矛盾暗伏隐忧。据统计，目前全国高校共有专职辅导

员１０万余人，２００５年增加了近６万人。在辅导员队伍规模壮大的同

时，一些结构性矛盾也悄然显现，如果不及早重视并加以解决，将影响
队伍的持续发展。

在年龄结构上，队伍年轻化优势与劣势并存。在辅导员师生配比

的刚性政策刺激下，各高校辅导员岗位需求激增，一大批毕业生走上了

辅导员岗位，队伍呈现年轻化的态势（目前全国和上海高校辅导员一半
以上在３０岁以下），“８０后”、“９０后”逐渐成为辅导员的主力军。他们出

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经历了世纪转接、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和

观念转变的考验，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价值目

标趋于多元化，更加关注自我价值实现，个性更加张扬，等等。队伍年
轻化一方面有利于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情况，另一方面，人生阅历的

缺乏影响队伍经验的传承和分层培养的实施，也使这些年轻辅导员在

担任“人生导师”时，经常感到底气不足、力不从心；队伍年轻化一方面

使队伍充满朝气和活力，创新意识强，另一方面，“８０后”、“９０后”辅导
员价值取向多元、崇尚自我价值实现，做好这些年轻的“人生导师”自身

的思想引导工作，显得更加紧迫。

在学历结构上，硕士化进程整体上滞后于高校教师队伍博士化趋
势。近年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学历层次大幅度提升，但与此同时，高校

教师队伍走得更快更远，博士学历已经成为普遍的准入门槛。作为教

师队伍的一部分，辅导员队伍学历层次整体上滞后于高校专业教师队

伍，辅导员将再次面临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同时，与其他专业教师不
同，高校辅导员队伍来源更加广泛，学科背景更加多元，在学习环境、知

识构成、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

磨合更加普遍。文化整合和思想引领的任务更加艰巨。

在职务结构上，扁平化格局加剧了职业发展的“滞胀”压力。大量
的年轻辅导员还处在成长期，高端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匮乏，扁平化的队

伍格局使“人才断层”的矛盾更加突出；而大量年轻辅导员使职业竞争

加剧，极易造成“人才积压”，一旦遭遇职业发展路径不明或职业发展空

间有限，更易催生职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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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专业化进程步入“深水区”。历经几年的探索，辅导员队伍专

业化建设已经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一

些深层次的问题躲不开也绕不过。比如，专业化的内涵是什么？对此，

各方理解不一，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清晰的共识，而这种认识的模糊
也导致了辅导员职责边界的模糊。比如，专业化的学科依据是什么？

要做到术业有专攻，需要专业学科的支撑。辅导员工作领域的不断拓

展，涉及诸多学科，需要多学科的支持，但是这些学科的边界在哪里？

核心是什么？多学科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什么？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什
么？这些问题没回答好，专业化的完整理论体系就无法真正建立。再

如，专业化的政策支持系统包括哪些？专业化涉及职业准入、职业意

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等多方面、多环节，目前开展的在职

培训仅仅是迈出了微小的一步，需要探索的还有很多。

三是政策落实遭遇“玻璃门”。中央１６号文件的颁发、特别是教育

部２４号令的出台，为辅导员队伍建设带来了“职业春天”，一段时间以

来，从中央到地方到各高校，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

随着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备，队伍建设正隐约显露出“制度倦容”，不仅新
的政策刺激边际效益递减，而且原有的政策在落实上也打了折扣，特别

是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对落实辅导员“双重身份、双重管理、双线晋升”

政策造成了“梗阻”。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内涵建设的理念更新

　　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辅导员队伍建设中浮现出来的结构性矛
盾、专业化矛盾和体制性矛盾，有些可以通过制度完善来解决，有些问

题制度管理则显得力所不逮，需要诉诸非制度的“软约束”。这事实上

涉及组织管理中的两个理论：制度管理理论和文化管理理论。

制度是一个组织内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办事规则或行为准则。

制度管理是指在组织管理过程中，通过制定一系列条例、规定、方法等

对组织成员的行为进行控制，使之符合组织的要求，实现组织目标的管

理方式。当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模式偏重于制度管理，强调工

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这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有力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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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辅导员队伍建设，为辅导员队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而文

化管理理论产生于企业管理的过程，其理论基础是企业文化理论和组

织文化理论。所谓文化管理是指在组织管理过程中，通过长期培育形

成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组织文化，使组织成员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

从而实现有效管理的一种管理方式，是更高层次的“无为之治”。现阶

段，把文化管理理论运用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

用。一是在形势上契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掀起了文化建设的热潮。

各地各行各业都在思考自己的城市文化、行业文化，比如，一些城市提

出了城市精神，军队系统提出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政法系统提

出了当代政法干警的核心价值观。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骨干力量，与学生朝夕相处，他们的价值取向、文化特质对学生成
长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群体更加需要培育自己的团队文化，

更需要加强思想引导和文化凝聚。二是在功能上突破了制度管理的固

有局限。由于制度对团队成员行为的调整范围有限，而且它具有刚性

特征，无法顾及人性的复杂面以及队伍建设全方位的需求，需要文化来
拓展管理的非制度因素，对成员实行“软”约束。特别是辅导员工作在

很大程度上是“良心活”，工作目标并非都是可以量化执行的，很多情况

下需要诉诸辅导员内心的自觉自律。当辅导员内部的群体价值观形成
一种文化氛围，对人产生内在的规范和约束，就能随时随地影响着辅导

员能动性的发挥；也只有当辅导员把个人目标与育人目标结合起来，育

人共同目标成为辅导员个人自觉努力的内在动力时，才能实现从“要我

做”的消极应对到“我要做”的主动创造的态度和行为的转变。三是在
目标上符合队伍建设的稳定发展。长期以来，辅导员队伍流动过快一

直是队伍建设的“老大难”问题。文化是一种黏合剂，它将个人的发展

与团队的发展并联接通，形成共同愿景，提高职业认同感和团队归属

感，激发事业进取心和敬业精神，从而为个人发展奠定理念、精神、意
志、习惯、态度、品格等基础，为队伍可持续发展奠定文化的基因；反过

来，这种内聚力又降低了成员脱离队伍的可能性，实现了事业留人、情

感留人。

当然，尽管文化管理有种种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脱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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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而独立存在。一方面，文化传播需要用制度“列车”来“搭载”。通

过制度的实施，将倡导的文化渗透到管理的过程中，当制度被广泛认

同，遵守制度变成一种自觉行为和习惯的时候，管理者所倡导的文化也

就蔚然成风了。另一方面，文化是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是降
低制度成本的关键所在。当制度“升华”为一种文化时，无需严格的监

督就能自觉地执行，制度管理自然而然取得好的效果。因此，高校辅导

员队伍建设要一手抓制度管理，一手抓文化建设，实现制度和文化的双

重关怀。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内涵建设的路径选择

　　以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的理念推进辅导员队伍内涵建设，核心是
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保障是形成共同的行为规范，目标是达成共同的发

展愿景。

一要用发展愿景激发创新活力。建立团队共同的发展愿景是激发

组织活力、增强组织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对团队发展和团队目标的实现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规划队伍建设发展愿景，首先要紧扣中心谋大

局。视野决定高度。辅导员队伍建设要主动融入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

大局，主动纳入社会人才培养的大循环，科学制定队伍建设发展规划，

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次要紧贴发展求突破。目标决定未来。

制定队伍建设规划要有超前眼光，从故步自封、亦步亦趋的目标中解放

出来，高起点定位。比如，上海在制定《上海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发展

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时，就对队伍的数量和结构大胆提出更高的建设
目标，数量上要实现本专科生１∶１５０、研究生１∶２００的配比要求，结构

上硕士比例要达到８０％（目前是６４％），博士比例要达到１０％（目前是

４％）。第三要紧跟形势敢创新。形势决定任务。要对未来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形势和辅导员队伍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前
研判，主动应对。比如：网络时代全面来临，辅导员角色如何定位、工作

如何创新、如何提升自身“数字化生存”的能力等，都需要提前进行战略

布局。

二要用科学制度保障专业发展。以人为中心，是文化管理理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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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少的理论假说，也是文化管理思想的灵魂。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管

理理论落实到辅导员队伍建设，就是要把队伍整体发展建立在广大辅

导员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重视辅导员教育和培养，注重满足辅导员发展

的需要。辅导员的教育培养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
子系统：一是职业标准体系。要根据辅导员工作特点和要求，研究辅导

员核心素质和能力，制定辅导员职业准入标准和工作规范，实现人职匹

配，巩固辅导员工作的专业地位。二是专业培训体系。围绕辅导员核

心素质和能力，围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
题，设计培训内容和形式，建立培训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完善培训机

构建设和师资建设，健全培训管理和评价反馈机制，推动培训工作科学

化和规范化。三是职业发展体系。要把专业化的队伍建设目标与多样

化的个人职业发展路径有机结合起来，结合辅导员专业背景和综合素
质，做好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使辅导员的发展愿望得到尊重，发展

环境得到改善、创新才能得到发挥，激发队伍发展的内在动力。特别是

要为有志于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辅导员打通职业通

道，设立辅导员工作室，组建工作创新团队，着力培养辅导员队伍的“带
头人”，使辅导员队伍人才形成梯队、骨干形成团队、“带头人”形成

核心。

三要用团队文化提振“精气神”。文化管理理论认为人是观念人，

人的个体行为受其价值观的左右，而人的群体行为则取决于群体多数

成员的群体价值观。价值观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因此，打造辅导员团队

文化，首先要培育团队核心价值观。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发现和挖掘有

利于辅导员队伍发展的价值观念并通过各种形式使之被广大辅导员接
受和内化的过程。２０１１年，上海率先推出了辅导员誓词和核心价值取

向，是从辅导员中间征集、由辅导员自己投票、让辅导员深入讨论，通过

筛选、凝练，最后确定的辅导员誓词和核心价值取向，树起了辅导员的

精神旗帜。有了誓词和核心价值取向还要建立核心价值观的支持系
统，不断规范辅导员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言行。要开展大讨论，建立岗前

宣誓制度，制定《辅导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使之广为人知、深入人心，

真正发挥凝聚人心、鼓舞人心的作用。建立核心价值观的支持系统，还

要对外塑造辅导员职业形象，探索建立辅导员形象化识别体系，如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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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辅导员队伍建设月”活动，系统规划年度辅导员队伍建设重点工

作、重大活动，营造队伍建设的强大声势和良好氛围；评选优秀辅导员、

辅导员年度人物，开展职业技能大赛，培树辅导员“形象代言人”，发挥

先进典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开发设计辅导员卡通吉祥物、辅导员

ｌｏｇｏ、宣传口号、歌曲等文化载体，展示辅导员可亲可敬的职业形象等。

对内锻造辅导员职业共同体。２００５年复旦大学率先成立了辅导员协

会，至今，不少高校都建立了辅导员协会，全国辅导员研究会也应运而

生。协会、研究会等实体并不等同于辅导员职业共同体，但却是职业共

同体的纽带，要发挥好这些民间组织的作用。此外，还要探索辅导员虚

拟组织建设，建立辅导员数据库、博客圈、微博群，成立辅导员易班网上

沙龙，实时掌握辅导员队伍动态发展状况，全面记录辅导员学习、工作

和专业成长历程，打造辅导员网上精神家园。总之，要通过打造辅导员

团队文化，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广大辅导员拥有实现价值的自

豪感，奉献教育的成就感、职业发展的归属感、社会承认的荣誉感，提升

职业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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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明教育：后世博时代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①

胡绪明

　　温家宝总理在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强调，“上海世
博会不仅荟萃了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而且为人类
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启迪了人们的心智，这是世博会的灵魂之所在。

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只有上升到精神和理性的高度时，才能成为
人类的共同财产，并永久传承”。如何将上海世博会的精神遗产积极有
效地转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后世博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崭新的课题。

一、从世博会主题看现代文明的历史变迁

　　历届世博会主题演绎了现代文明的历史变迁。基于世博会主题与
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大致将自１９３３年芝加哥世博
会以来历届世博会主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３３—１９３９年）：

工业文明时代的进步主义狂妄是这一阶段世博会主题的基调。例如，
“一个世纪的进步”（１９３３年）、“通过竞争获得和平”（１９３５年）、“创造明
日世界”（１９３９年）等。第二阶段（１９５８—２００５年）：对工业文明及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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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主义狂妄的反思与检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是这一阶段世博会主题的基本诉求。例如，“科学主导的文明与人道主

义”（１９５８年）、“人类与世界环境”（１９６７年）、“人类的进步与和谐”（１９７０
年）、“人、自然、科技”（２０００年）以及“自然的睿智”（２００５年）等。第三阶

段（２０１０年至今）：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ｂｅｔｔｅｒ　ｃｉｔｙ，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为主
题的上海世博会深刻演绎了城市文明图景，向全世界人民回答了在全

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只有以城市文明积极扬弃工业文明，才能实现
人、城市与地球的和谐共生，才能实现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理想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城市为主题的上海

世博会彰显了当代人类寻求以城市文明积极扬弃工业文明的时代
诉求。

二、上海世博会主题与城市文明图景

　　１．上海世博会以城市为主题，是人类积极应对城市化问题迅速
膨胀的时代吁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发展，城市人口迅速膨胀，目
前城市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５０％，一系列日益严峻的城市化问题正

困扰着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资源枯竭、生态
恶化、环境污染以及极端异常天气的频频出现等。伴随着这些城市化

问题的日益加剧，人类不禁对现代工业文明及其城市化发展方式开始
产生了种种疑虑：工业文明本身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城市究竟给人

类带来的是更加美好的生活还是无尽的深重灾难？人类究竟是要放弃
现代的城市生活而重返素朴的田园乡村，还是要继续忍受城市化问题

的折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上海世博会首次以城市为主题，并
以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科技的创新、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城市社区

的重塑以及城市与乡村的互动等五个副主题，从时间（城市足迹、城市
梦想）和空间（城市人、城市生命、城市星球）两个维度，深刻演绎了人—

城市—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文明图景，彰显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
大国通过谋求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思维和生存智慧，

以积极应对和根本解决日益加剧的城市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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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上海世博会以城市为主题，明确回答了城市究竟何以可能让
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笔者看
来，其核心在于“城市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化发展道路是现代工
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现代工业文明内在基本建制的必然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家
族相似”，但与此同时，城市文明在诸如城市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以及
发展目标等许多方面表现出对工业文明的积极扬弃，因而决不能抹平

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在发展理念上，城市文明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
理念，注重人、自然、城市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而工业文明则以“经
济人假设”为思想前提，对自然的精确计算和“筹划”的实证主义是其哲
学基础，因而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原则是其核心理念；在发展方

式上，城市文明谋求科学发展，追求公平与效率的良性互动、经济的包
容性增长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创造权利共享、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
的制度环境，而工业文明遵循的是资本逻辑，这就在根本上决定其发展

方式带有某种强制性，特别体现为生产强制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消费强
制，因此，这种追逐物质财富无限增长的“物质主义”或“ＧＤＰ中心主义”

是工业文明发展方式的枢轴；在发展目标上，城市文明以建设经济集约
高效、社会公平和谐、文化多元共享、生态环境良好、城乡协调发展的和

谐城市为发展目标，这在根本上不同于工业文明及其城市化发展所造
成的诸如交通拥堵、资源枯竭、贫富分化以及生态恶化等许多严峻的城
市化问题。

３．上海世博会以城市为主题，深刻诠释了城市文明究竟在何等
意义上让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
以各具创意的展览展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以及智慧迭出的论坛研
讨为载体，不仅明确回答了城市文明究竟何以可能让生活更美好，而且
还深刻诠释了城市文明究竟在何等意义上让生活更美好，表达了城市
时代全球公众对和谐城市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在作为本届世博会形

成的思想成果———《上海宣言》中，对此作了高度的肯定和总结：“和谐
城市，应该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的合理有序、自我更新、充满
活力的城市生命体；和谐城市，应该是生态环境友好、经济集约高效、社

会公平和睦的城市综合体。”以城市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站在时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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