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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知网（CNKI）的核心期刊为样本，收集和整理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文献，发现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研究情况有

视角较单一、方法欠丰富、理论缺深入的现状。未来可以从拓展研究视角和丰富研究方法来加强辅导员职业

倦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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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也是高校学生

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因其职业特点和工作性质，常被认为

是一项高强度、高压力的职业，也被认为是职业倦怠的易感人群［1，2］。研究辅导员职业倦怠，对推进辅

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建设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对近 15 年以辅导员职业倦怠为主题

的论文进行整理和总结，展示辅导员职业倦怠研究的现状，对未来相关研究提出展望。

1  研究数据来源

通过知网（CNKI）的主题词搜索可以发现，关于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文献有 1000 余篇。由于相关论

文数量较多，且各类学术期刊质量不一，不利于分析，因此选取来源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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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论文作为检索对象 a，以主题为“辅导员职业倦怠”或“辅导员工作倦怠”

或“辅导员职业枯竭”，或以关键词为“辅导员”且有“职业倦怠”或“工作倦怠”或“职业枯竭”进

行检索，符合检索条件的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合计文献 116 篇。

2  文献分布情况

2.1  年代分布

早在 2006 年，就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了辅导员职业倦怠的问题。在随后的 5 年，辅导员职业倦怠迅

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2012 年到 2016 年期间，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研究处于平稳发展阶段。2017 年开始，

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研究热度呈明显下降趋势。详见图 1。

图 1  以辅导员职业倦怠为主题的论文在核心期刊上的发表年份分布

Figure 1  Year of Publication on research of college advisors’ job burnout

2.2  期刊分布

根据核心期刊的分类，关于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核心论文在不同类型期刊上的分布如图 2。其中，有

91 篇（78.4%）的研究论文是发表在教育学期刊上，且多发表在思想政治教育类期刊上。在综合性社科类、

社会学类和医学类等核心期刊上也有少量的研究发表。职业倦怠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心理学研究者对

辅导员群体这一研究对象并不热衷，心理学期刊发表量仅占 3.4%。

图 2  以辅导员职业倦怠主题的论文在不同类型的核心期刊上的分布

Figure 2  Subject of Publication on research of college advisors’ job burnout

a　简称“北大核心（PKU）”和“南大核心（CSSCI）”期刊，本文为了表达方便，属两者来源的期刊论文合称为核心论文



辅导员职业倦怠研究现状与展望
——基于 CNKI 核心期刊文献研究

2021 年 6 月
第 3 卷第 6 期 ·64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306077

2.3  研究类型

116 篇核心期刊文献中，思辨类论文有 80 篇，占 69.0%，实证类论文有 36 篇，占 31%。进一步探

索可以发现，思辨类论文中，研究者更多会通过经验总结而非理论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实证类论文中，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会倾向选择问卷法进行研究。见表 1。

表 1  以辅导员职业倦怠为主题的核心论文其研究方法分布

Table 1  Method Adapting in research of college advisors’ job burnout

研究方法 数量
思辨 80

经验总结 66
理论分析 14

实证 36
文献计量 1

问卷法 34
追踪干预 1

2.4  研究内容

纵览 116 篇关于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核心论文，可以发现其研究内容集中在现状探究和对策思考两个方面。

第一，现状探究。关于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现状研究，一般分为思辨总结和问卷调查两种方式研究。

无论是通过思辨总结还是问卷调查，研究者都发现，辅导员会经常感觉到职业倦怠，其具体表现有（1）

情绪衰竭，幸福感较低，（2）人格解体，人际关系紧张，（3）低成就感，工作效能降低［3-5］。他们认

为职业倦怠需要得到重视，否则辅导员的身心健康会被侵害。王玉花等人［6］的研究支持了此观点，他

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了减少辅导员职业倦怠，将有助于提升辅导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样地，郭佩佩，

高凯和叶俊［7］的研究结果也发现了这一点。

第二，对策思考。缓解辅导员职业倦怠成了研究者关心的议题，大部分研究者都从辅导员的政策层

面做出了分析建议，如王永坤［8］认为减少辅导员的职业倦怠应当从行政上着手干预，如对辅导员的角

色进行明确定位、改善和提高辅导员的待遇、打通辅导员的晋升渠道等。也有部分研究者从辅导员的心

理层面着手提出缓解思路，如轩希等人［9］组织设计了为期四次，每次 1.5—2 个小时的舞动治疗团体对

辅导员职业倦怠进行干预，结果发现舞动治疗团体能缓解辅导员职业倦怠，其具体表现在有效降低情绪

耗竭，有效提升辅导员的成就感。

3  研究现状思考
对相关文献进行上述计量分析后可以发现，当前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研究情况有视角较单一、方法欠

丰富、理论缺深入的现状。

3.1  研究视角较为单一

关于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研究集中在教育学领域，因此导致研究视角不够丰富。虽然辅导员职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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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政政策息息相关，但由于种种现实考量，相关政策的推动和落实仍然需要时间，只从教育行政的角

度难以高效地降低辅导员的职业倦怠感。

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教育学和社会科学双重属性的，开展相关研究不仅可以立足教育学角度，也可

以尝试从社会科学角度切入［10］。职业倦怠的研究就是发轫于心理学领域，也在心理学领域不断积累影

响力，吸引更多领域的研究者参与进来，在管理学和人类学中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研究可以适当转向心理学的视角，就减轻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心理路径上开展干预研究，

以弥补行政干预相对的滞后性。

3.2  研究方法不够丰富

由于辅导员职业倦怠是一个具有鲜明工作实务的研究主题，所以相关更多是立足于实务层面的经验

总结或者现状调研，这导致了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理论思辨是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研究

者最常用的方法，其中多以工作经验总结为主，难以得出普遍性结论和干预思路。实证研究方法不受研

究者青睐，这导致了数据驱动的研究较少，不利于辅导员职业倦怠研究的长期发展。

3.3  理论研究不够深入

虽然职业倦怠的研究在国外积累颇丰，但辅导员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国外的理论对辅导员

职业倦怠可能存在“移植”的困境，不能良好的解释我国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现象。以 Maslach 职业倦怠

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职业倦怠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情感枯竭（没有工作活力和热情，常感到疲劳）、

去人格化（对工作和工作对象采取冷漠忽视的态度）、低成就感（认为该工作不能发挥自身的才能）。

但通过观察辅导员日常工作可以发现，辅导员的“工作—家庭”平衡可能也是他们职业倦怠感的重要组

成部分。此外，影响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因素，职业倦怠对辅导员身心健康的作用机制，都是当前理论研

究需要关注的议题。

4  未来研究展望
2017 年后，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研究就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这可能是由于研究视角的局限、研究方

法的欠缺和理论研究的薄弱所导致的。未来相关研究可以从拓展研究视角和丰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进行加强。

4.1  拓宽研究视角

其实，职业倦怠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辅导员职业倦怠在以往的研究中更多属于教育学的范畴，但

辅导员职业倦怠此现象涉及了诸多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未来研究可以采取学

科交叉的视角入手将会提升辅导员职业倦怠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如以心理咨询为出发点，研究正念训练

对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和干预效果等；如以更新辅导员工作的管理模式为出发点，提升实际工作效率，

促进辅导员职业倦怠的降低等。

4.2  丰富研究方法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驱动的研究的作用更加凸显。当前辅导员职业倦怠研究的数据收集更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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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次问卷调查所得，相关实证研究也多横断分析为主，缺少纵向追踪，这不利于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影响因

素和发生机制的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使用追踪研究开展，丰富数据的来源；也可以尝试使用经验取样法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从日常生活中的不同时刻收集数据，让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数据更加生活化和即

时化，提升实证研究和数据驱动研究的质量，也有助于探索本土背景下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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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Research of College 
Advisors’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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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key journals of CNKI data pool, we review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of 
college advisors’ job burnout and concluded that related research is lack of multi-perspective such as 
monotonous method adaption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In future, researcher could study college 
advisors’ job burnou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use novel method lik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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