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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是大学生进入校园后最先认识的人，也是大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和

学习中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人。 他们既是家长又是朋友，既是老师又是同学。 因

此，一方面辅导员队伍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具有多面性，可以说，他们是一所高校

整体形象的浓缩。 另一方面，辅导员必将在价值观确立等各层面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在校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由此可见，辅导员队伍的整体形象将直接影响到学校

学生工作的运行质量。 想要塑造良好的辅导员形象，首先要了解当前环境下，辅

导员到底呈现出怎样的一种形象。
本文以新闻框架分析为理论基础， 考察国内高等院校辅导员群体网络媒介

形象，并探索媒介形象形成的原因，揭示其意义。

一、研究方法

在网络平台的选取上，考虑到商业网站新闻栏目的综合性，选取新浪新闻平

台 2011 年全年新闻为抽样框。 以辅导员为检索关键词，在全文范围内进行检索。
在具体抽样方法上以距 2011 年 1 月 1 日最近的星期一为抽样原点； 以 8 天为抽

样距离，进行等距抽样；抽样总体为 2011 年 1 月 1 日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新

浪新闻；若抽样当日没有任何涉及高校辅导员内容，以前一日或次日信息代替。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将主要关注“消息来源”、“报道内容重心”、“辅导

员具体形象”几个变量。

二、研究发现

（一）各变量间关系描述
1.消息来源

在全部 128 篇消息来源中，仔细分析发现，非官方组织及个人接近一半，共

53 篇（41.4%），高等学校 49 篇（38.3%），无清晰消息来源，共 18 篇（14.1%），最少

的来自政府部门 8 篇（6.3%）。 来自政府的 8 篇报道中，87.5%的辅导员形象都是

正面的。 相对而言，非官方组织及个人提供的信息则负面形象更多一些，能确定

具体形象的 16 篇报道中，负面的有 6 篇。 而高校自身还是以正面形象为主，同时

也有少量负面形象报道（2 篇）。
2.报道内容重心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 大多

数消息来源都把报道重心放到

辅导员的工作情况上， 只有高

校在其它方面做了相对较多的

报道， 并且以辅导员为主角的

个体事件在所有报道中只占到

7.8%。
3.辅导员具体形象

本研究将辅导员形象分为

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 并且在

每个方面下设置了十几个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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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报道内容重心与消息来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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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从得到的数据中，正面形象 114 个（89.1%），
负面形象 14 个（10.9%）。 绝大多数报道的都是正

面形象。
（二）对各研究问题的回答
1.不同消息来源对辅导员报道重心如何？
不同消息来源大都关注辅导员工作的一般情

况， 相对而言高等学校对除工作情况以外的事情

更加关心， 而所有消息来源很少关注辅导员的社

会处境， 应该说高校和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更多关

注辅导员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处境。
2.不同消息来源所呈现的辅导员报道形象如

何？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到， 大多数消息来源关注

的辅导员形象主要是职业素质，占 69.3%。 相对而

言， 来自高等学校的报道中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比

较分散，人格形象、政治品质形象、职业素质形象

和语言形象的报道均超过 10 篇。
3.辅导员的综合形象是如何在新闻报道中建

构的？
在全部 128 篇报道中，有 26 篇（20.3%）辅导

员是个体事件的主角，这其中 60.9%描述工作、生

活等诸多方面的遭 遇，21.7%描述个人奋斗与发

展史。 全部报道中涉及到的关系对象 79.0%是学

生，校领导和同事分别占 5.9%和 4.2%。 在辅导员

形象呈现中，职业素质形象占 42.9%，人格形象和

政治品质形象分别占 15.6%和 14.1%， 其他形象

分类均在 10%以下。
绝大多数报道都是正面形象共有 196 次，负

面 形 象 15 次 。 正 面 形 象 中 良 好 的 管 理 形 象 占

35.7%，学生的人生导师占 14.3%，良好的教学形

象占 10.7%，学生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占 10.7%，
尊重和理解学生占 9.2%。 可以看到，在大多数人

的眼中，辅导员还是以管理者的形象出现的，与专

职教师有一定区别。 负面形象中不尊重行为 占

53.3%，不公平行为占 20%，专断行为占 20%。

三、讨论与结论

（一）树立综合形象，实现多方关注
分析发现， 高校辅导员涉及到的 关 系 对 象

79.0%是学生， 辅导员树立的形象面向的对象太

单一。 在全部报道中， 高等学校和非官方组织及

个人就占据了 79.7%， 政府部门等其他方面对辅

导员群体的关注过低。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
不单单只是面对学生，还要面向社会大众、各个领

域。 一方面，辅导员群体通过与更大范围的学校、
社会群体接触沟通， 提升自身能力， 拓宽管理视

野；另一方面，在形象呈现上可以实现综合形象的

树立，使高校辅导员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二）实施内外兼修，突破角色困惑
管理是辅导员的本职工作， 要树立爱岗敬业

的职业思想，把辅导员工作当成一项事业去做，满

腔热情地全身心地投入， 从而在师生之间建立一

种深厚的感情。从调查中我们也看到，在管理工作

上辅导员所呈现的形象是良好的。 在做好管理工

作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树立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的形象。 只有树立良好的人师形象， 突破角色困

惑，才能赋予辅导员角色旺盛的生命力。辅导员群

体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扮演了人师形象， 他们

是在学生大学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 在这关键时

期给予学生一些人生经验、人生智慧和精神营养，
能使他们及早摆正人生航向，避免许多弯路。现实

生活中， 学生往往通过辅导员的外在形象而透视

到其内在素质， 并由此影响或决定着自己的心理

活动或言行表现。 很显然，树立良好的人师形象，
对辅导员来说非常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改变

和纠正那种被称之为 “保姆”、“消防队员”、“校园

警察”的不良形象。
（三）及时反馈调整，建立形象体系
一个群体形象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它

要经历一个复杂的形象变迁和时间推移的过程。
本文限于研究周期和篇幅， 仅分析了过去一年的

新闻报道， 并不能勾勒出辅导员群体网络形象的

变迁。所以，在明确辅导员队伍获得公众的高认知

度、美誉度之后，必须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形象

监测系统，形成体系化工作，常态化运行机制。 及

时反馈结合适时调整， 根据反馈的信息不断巩固

和矫正辅导员队伍的媒体形象。另外，辅导员队伍

的专业形象也不能完全一成不变或固定僵化，在

文化与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里需要有一定的弹性。
要建立反馈信息渠道， 并根据形势需要和周边环

境变化，进行适度调整，如发现原有设计规划有所

缺陷，应适时地提出检讨与修正。
（作者单位为大连民族学院新闻系。本文为国

家民委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项

目： 网络舆论引导在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中的地位与功能，阶段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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