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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辅导员担负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责任。然而，目前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心

理治疗领域中“以人为中心疗法”对于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本文结合实际，从师

生平等关系建构、提供新的教学方法、坚持思政导向等多方面对“以人为中心”疗法融入高校辅导员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价值与启示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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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本情况

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

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1］。

高校辅导员应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应积极关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身心健康，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目的导向，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目前辅导员队伍建设与思政工作的开展正不断发展完善，但离真正实现思政工作理想实效目标仍然

有很长一段距离。首先，高校辅导员岗位流动性大且许多辅导员非思政专业出身，缺乏相关经验与长远

的职业规划；其次，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网络环境鱼龙混杂，而大学生作为如今网络时代的“原

住民”，容易受到负面信息影响，长时间浸染网络容易产生消极的思想观念与心理问题；最后，对于这

一问题的解决，高校缺乏有针对性的思政教育，这就导致很多大学生的价值观在网络负面信息的影响下

出现扭曲，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纠正［2］。

为加强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建设，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本文从学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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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角度出发，将目光聚焦于心理学领域，从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疗法出发，探寻解决路径。

2  “以人为中心”疗法概述

“以人为中心”疗法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是一种人本主义心理学疗法，其发明者罗杰斯（Rogers）

被誉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以人为中心”疗法强调人具有自我完善的本领，重视咨访关系的建立，

让来访者在轻松自在的心理氛围中探索自我，协调自我行为，最终达到治疗目的，实现人格发展。

2.1  “以人为中心”疗法的发展历程

按照吉利兰德等人的看法，“以人为中心”疗法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开创阶段，称为以“非指导式咨商”或“非指示疗法”，以 1942 年罗杰斯出版的《咨

商与心理治疗》一书为标志。这表明罗杰斯提出一种新的治疗理念，即相信来访者在适当的条件下完全

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第二阶段为修订阶段，1951 年改为来访者中心疗法，以《来访者中心疗法》一书为标志。在理论上

更清晰、深入地分析“自我概念”等一系列问题；在实践上从重视来访者所诉说的事实内容转为同时重

视反映隐蔽的情感。

第三阶段为体验阶段，罗杰斯的来访者由正常人转为精神病人。罗杰斯开始有意识地探索治疗中究

竟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使来访者发生改变，并力图使自己的理论受到严格的经验检验。这一努力导致他对

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伙伴关系”的强调，重视咨询师的态度对来访者的影响，重视双方的情感、体验

的交流。

第四阶段为发展阶段，1974 年正式改为“以人为中心”疗法。罗杰斯以治疗员与案主平等地位的人—

人关系模式，取代了传统的单向且被动作用的帮助者—被帮助者的模式。更加充分体现了其认为人本性

是积极向上的、自我实现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3］。

2.2  “以人为中心”疗法的特点

2.2.1  相信人具有完善机能与自我实现的倾向

罗杰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具有自我完善与实现的意愿与机能。其治疗要旨在于，咨

询师营造出充满信任与能量的氛围，当事人置身其中就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机能，恢复自我人格，找到自

我价值。

2.2.2  坚持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立场

“以人为中心”疗法主张每个人存在于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不断改变的体验世界中［5］，只有进入当

事人的内在世界才能理解他真实的情感。因此，“以人为中心”疗法并不提倡用外在的标准、指标去评

估衡量来访者，重视从当事人角度出发，用当事人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2.2.3  重视良好咨访关系的建立

“以人为中心”疗法重视良好咨访关系的建立，将服务对象称为“来访者”，而非“病人”，将心

理医生称为“促进者”，而非“治疗者”，体现了其与传统医学认知的区别。“以人为中心”疗法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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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访双方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参与者，像是朋友与伙伴。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应做到真诚一致、无条

件积极关注与同感理解，帮助当事人自由体验情感、不断探索自我，从而实现治疗目的［3，4］。

2.3  “以人为中心”疗法的基本理论

2.3.1  关于对“人”的认识

在心理学领域，对于人的认识，即来访者的认识，是根本性的问题，构成了其后续一系列研究与治

疗的哲学基础。罗杰斯认为，心理学研究要强调对人本身的尊重，立足人的生存、揭示人的本质、还原

人的本来面目。

“以人为中心”疗法相信人性本善，与行为主义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等其他学派不同，“以人为中心”

疗法反对从动物的视角或者单从欲望的表达去看待人。它强调人具有“实现趋向”，强调要通过健全的

人格——例如尊严、价值、创造力来看待人。

2.3.2  关于“人”为什么会心理失调

“以人为中心”疗法认为人之所以会出现人格扭曲与心理失调，根本原因是因为经验与自我的不一

致，从而感到恐惧，产生焦虑，会产生自我防御机制，否认或歪曲经验，导致心理失衡。因此，“以人

为中心”疗法认为心理治疗的实质则是重建个体在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和谐。

2.3.3  如何改变“人”

在治疗过程中，“以人为中心”疗法并不强调利用专门的策略与技术，而是更侧重利用非指导性的

治疗方式从而营造最佳的治疗氛围。通过建立起平等、信任、和谐的咨访关系，以咨询师为陪同者，以

温暖理解的态度陪伴当事人，以当事人为治疗过程的主动者，让当事人自由表达自我感受，不再焦虑，

逐渐恢复经验与自我的平衡，从而达到心理平衡，实现治疗目的。

3  “以人为中心”疗法应用于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价值

3.1  “以人为中心”疗法应用于高校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的可能性

“以人为中心”疗法与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具有一定的目标一致性与内容相似性，“以人为中心”

疗法融入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首先，“以人为中心”疗法应用于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都以工作对象为工作中心，以工作对象的人

格发展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为目的，虽然“以人为中心”疗法的咨访关系更侧重来访者心理问题的调适，

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更侧重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培养，各

有偏重，但总体具有一定的目标一致性；其次，“以人为中心”疗法与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本质上都是

关于人的工作，并且工作内容重点都涉及对对象心理健康方面与日常行为的考核评估，都要求咨询师与

辅导员以其自身力量树立榜样，从而感染来访者与大学生，具有一定的内容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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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人为中心”疗法应用于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

3.2.1  强调平等关系建构，有助于师生关系重塑

“以人为中心”疗法所强调构建的咨访关系，为高校辅导员如何更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建

设性思考，也为构建师生关系提供了人文关怀的新视角［5］。

在“以人为中心”疗法中，咨询师与来访者区别于传统心理咨询疗法，否定了咨询师的权威角色，

更多强调双方的双向互动与平等，重视两者构建关系中的信任、尊重、和谐等要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当中，辅导员作为教育者，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在日常交往中往往是辅导员直接下发事务的通知与

规定，而学生直接进行选择与执行，辅导员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往往不够全面、深入，且存在模式呆滞、

方式单一、情感机械、反复强调等现象［6］，因而导致出现两者关系不平等、不平衡的情况。

而“以人为中心”疗法平等关系的构建无疑有利于改善这种情况，有助于重塑师生关系。辅导员需

要与学生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关系，营造良好氛围，从而帮助学生自由自主地探索自我，解决

问题，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3.2.2  提供新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思政质效提升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通常采取针管式的灌输式教育方法，即主观地进行教学决策，

单向度把现成的知识结论灌输给学生。这样的方式虽然节省时间成本，但很难深入学生内心，真正达到

立德树人的实质效果。

如今，高校辅导员会注意采取多样性方法进行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以人为中心”疗法无疑也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方式——尊重学生的主动权与话语权，以更好耐心与专业素养面对学生，通过面对面

沟通了解学生真正需求，寓情于理，从而削弱学生对于思政教学的抵触心理，以学生喜爱、接受的方式

进行思政工作，从单向度转变为双向互动，从单主体转变为“主体间”式，从而提升思政质效。

3.2.3  重视学生主体地位，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教育和引导人们改造主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在高校中则以学生

为主体开展思政育人工作，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中心”疗法不仅重视心理问题的调试，也提倡人格的健全于自我价值的探索，是人本主义

教育理念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以人为中心”疗法融入其中，

就是坚定学生为辅导员思政工作开展的核心群体，重视学生主体地位，把思政价值引领与学生实现人生

价值相结合，帮助学生积极挖掘自身潜力，将小我融入大我，实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4  “以人为中心”疗法融入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启示

4.1  建构双方和谐关系

探讨“以人为中心”疗法融入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首先应当是“以人为中心”疗

法中的咨访关系构建的应用。只有建立起和谐的师生关系，才能为后续工作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以人为中心”疗法融入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2023 年 12 月
第 5 卷第 12 期 ·88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https://doi.org/10.35534/tppc.0512090

首先，辅导员应将“以人为中心”疗法中咨询师作为陪同者与伙伴的形象融入于教师形象中，提升

自身专业素养与思想认知，树立榜样；其次，在尊重与理解学生的基础上，从学生角度出发，在对待学

生态度上做到同感理解、无条件积极关注与真诚一致；最后，充分利用时间与学生进行深入全面沟通，

拉近彼此心理距离，从而逐步建立起和谐的师生关系。例如，建立健全学生沟通反馈渠道，做到多倾听

少灌输，尽量以平等的态度去处理思政工作中的问题。

4.2  坚定思政价值导向

虽然“以人为中心”疗法融入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为辅导员提供新的教学方法与建

设性建议，但是二者本质在价值导向有所不同。

纯粹的“以人为中心”疗法则遵循“价值中立”原则，要求咨询师在治疗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态度，

不评判来访者价值好坏，这很显然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不适用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单纯的

心理疗法不同，思政工作必须坚持自身核心价值导向，不可以偏离。倘若坚持价值中立，辅导员作为教

育者本身的可信度与权威性会受到极大怀疑；同时，大学生处于三观形成的重要阶段，辅导员只有充分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作用，才能根本上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避免

负面信息的影响。

因此，在将“以人为中心”疗法融入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辅导员应坚定社会主

流方向与正确价值导向，并非盲目借鉴与应用。

4.3  把握情与理的平衡

“以人为中心”疗法虽然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它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太过于重情轻理——太过于

重视当事人的情绪感受而忽视理性［4］，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的倾向。在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

的确应采取情理结合的方法，但更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倘若学生犯了原则性错误，相较于

首先考虑学生个人情感，采取严厉处理态度或许不失为是一种更为正确的处理方式。因此，辅导员在借

鉴“以人为中心”疗法的同时，对待具体的事情应正确把握情理结合的度，万不可为了“情”而丧失原

则性的“理”，也不应该一味坚持“理”的原则而忽略“情”的灵活运用。

只有把握好情与理二者的平衡，才能规避疗法局限，做到扬长避短，更加迅速理解协助学生。

5  结束语

总体来说，“以人为中心”疗法融入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具有很强的契合性与可能性，

结合实际情况，本文探析了“以人为中心”疗法融入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三条可行性路径。

但单从理论层面的解释与探析还是有其必然局限，未来只有真正运用于实践中才能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才能真正助推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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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centered” Therapy into College Counselors
Analysi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ei Ziju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Abstract: College counselors bear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college 
counselors at present. The “people-centered therapy” in the field of psychotherapy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of college counselors. Based on real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value and inspiration of integrating “people-centered” therapy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counselors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constructing eq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providing new teaching methods, and adhering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Key words: “People-centered” therapy; College counselo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