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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
教师教育的目的是保证向各级教育提供合格和高质量的师资。
不管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培训观为主指导下的教师教育研究、20世纪80至90年代以学习观为主指导
下的教师教育研究，还是此后至今以政策观为主指导下的教师教育研究，都离不开教师已有知识经验
的积累与改造。
为了提高我国教师的素质，促使教师主动积极地探究教育问题尤其是教师教育问题，我们组织编撰了
《教师教育金钥匙丛书》奉献给广大的教育工作者。
　　自近代教育理论者和教师之间出现制度化的职能分工以来，教育研究一直是教育理论者的特权，
教师的职责是在教育理论的指导下从事教育实践，教师实践和教育研究是相脱离的。
然而，时代的发展要求打破教师实践和教育研究之间的隔阂，让教师也参与、从事教育研究。
　　本套丛书立足于当前我国教师和教师教育的现实，力图充分发挥教师在完善自身素质和教育研究
中的积极性，着力挖掘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和教师的教育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奉献给广
大教育工作者，以便对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启发。
我们认为，作为教师，必须懂得教育心理学的有关知识，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而且有必要使每
一位教师都懂得教育心理学的经典理论并在教育实践中充分地加以运用，因此我们将《教育心理学的
经典理论及其运用》列入该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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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高校辅导员”这一职业建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五十多年里，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逐步加强，教育事业的不断发
展，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性质、地位、功能及素质要求也不断变化，并向着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
《高校辅导员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以高校辅导员工作与大学生发展为研究主题，全书共分上下两篇。
上篇首先回顾了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发展历程、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学生事务工作的发展及其启示，
使我们对中西方辅导员队伍的发展历程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其次对辅导员的角色定位、专业素养进行
了研究，明确了高校辅导员的职责、任务和专业素养结构；最后论述了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
业化建设，并提出了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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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工作业绩可以从学生信息反馈、对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班风学风建设、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教
育与指导、工作研讨成果等分项目加以考察；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的出勤率将成为学习绩效指标；年
度论文发表率、课题承接率作为研究绩效的评估，区别对待不同刊物的等级和立项的等级（详细内容
参见辅导员专业素养相关内容）。
考核标准应明确具体、切实可行。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辅导员认为应当计量辅导员的工作时间和所带学生数。
而这点在目前的辅导员考评中没有被计量。
天津大学建立了科学的辅导员工作量化考核评价体系，设立十多项考核指标对辅导员工作进行量化考
核。
通过考核，可以有效区分辅导员间的绩效差异并找出导致业绩差异的关键因素，有利于确保辅导员在
完成任务和怎样去完成之间的平衡，可以帮助辅导员寻求个人提升的通途，实现激励性与发展性两种
效用，改变只关注学生工作要求、忽视辅导员个人发展的考核缺陷。
　　第二，确立考核主体。
　　考虑到考核的全面性以及辅导员自我教育的实现，可以从管理部门（学生处、院系）、辅导员和
学生三个角度，坚持领导考核与学生评议、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合理确定考核主体及
其评价权重，保证考核的客观公正性。
辅导员的考核主体包括学生、院系和学工作部门，其权重以学生工作部门为主。
学生是评价的主导，因为辅导员的工作对象是学生，学生是辅导员工作最直接的感受者，学生的评价
意见最能反映辅导员工作的优劣，因此，强调学生参与对辅导员工作广度和深度的考核是必须而且必
要的。
北京师范大学出台了《北京师范大学辅导员考核量表》，通过辅导员自评和他评两个方面，考察学生
对辅导员工作的满意度，①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院系是学生工作具体的实施部门，在评价中应占有较大分量。
学生工作部门对辅导员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能相对准确地把握辅导员的工作性质和特点，所以，理
应对辅导员的表现做出评价。
　　第三，建立公平公正的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是考核工作的载体，其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考核结果的科学性和信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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