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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Conflicts of Teacher Q in Charge of Young Pioneers 
 

Abstract：In new period, we must adhere to take high moral values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Accordingly, it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Young Pioneers 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supervisor’s 
personnel, and to clear the role of Young Pioneers supervisor. After worked as a Chinese for 
nearly three years, teacher Q was appointed as the Young Pioneers supervisor by school 
principal. She often faces role conflicts at work, teacher or administrator, formal administrator 
or informal administrator, server or disruptor, and amateur or professional. These role conflicts 
gave rise to a lot of problems. They remind us to think some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questions, 
such as the role definition of Young Pioneers supervisor, the necessities and path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Young Pioneers supervisor and part-time teacher and so on. 

Key words：Young Pioneers supervisor, role, teaching; administr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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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确立，进一步凸显了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性。少先队辅导员又是

少先队工作的基石。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事部和全国少工委于 2007 年联合颁布的《少先队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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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管理办法（试行）》中指出：少先队辅导员是少先队员的亲密朋友和指导者，是我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力量。2010 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少

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少先队辅导员是少先队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力量，是

少年儿童人生追求的引领者、实践体验的组织者、健康成长的服务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者和良好

发展环境的营造者。 

近些年，中央和地方围绕入职条件、组织建设、学习培训、考核奖励等问题，研制相关制度，

积极推动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文件之一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先队辅导

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然而，实践表明，如果不能实质性地明确少先队辅导员特别是大队辅导

员的工作身份，其他的各项工作都很难实质性地推进。目前，大队辅导员身份不清或多重角色担

当，仍是一种常态。这带来了大队辅导员的工作职责不明晰，与相关教育主体的工作关系不协调，

业绩考核评价不合理，自身职业发展定位不明确以及工作负担过于繁重等问题。	

在既有的教育管理学教材和知识体系中，有关少先队工作与大队辅导员角色问题的专门讨论

还不普遍，主要放在德育管理或学生管理的主题下阐述。学术研究方面，聚焦大队辅导员与少先

队工作的系统深入的研究也较缺乏。《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

要“探索在国家一级学科教育学下设与少先队组织根本任务紧密相关的二级学科，有条件的地方

可探索在高职高专、本科、研究生教育中开设相关教育教学内容，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辅导员

参加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的专业科目，制定辅导员职业发展规划，促进辅导员队伍向专业化发展。”

这意味着，少先队实践工作与队伍建设的加强，亟须理论研究、知识生产、教材建设、课程开发、

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支撑。可以说，没有成形的、扎实的理论与知识基础，辅导员队伍

的专业化很难真正实现。而明晰少先队辅导员的身份与少先队工作的性质，则是理论探索与知识

体系构建的首要任务。	

Q 大队辅导员是一名女性教师，大学本科专业是旅游管理，通过参加认证考试获得教师资格，

并经由公开招聘考试成为江苏北部某地级市 A 小学的一名语文学科教师。在承担三年教学与班主

任工作后，被校长任命为学校的大队辅导员。A 小学教育教学质量优良，在当地有着不错的社会声

誉，学校有学生 3000 多人，教职工 100 多人。所以，能够在工作不久后被任命为学校的大队辅导

员，Q老师感到是一种充分的肯定。至于为什么能够成为大队辅导员，除了自己做事比较主动、投

入，性格相对开朗之外，Q老师也时常猜测是不是与自己的本科所学专业有关。从消极处看，她没

有学科专业背景，分担一些“杂事”可能看上去更加理所当然；从积极处看，学过相关管理知识

的人，可能在别人眼里，更适合做一些“行政”工作。不过，自真正负责少先队工作之后，究竟

什么原因使自己成为大队辅导员已经不再重要，最初“清晰”的被肯定感，越益被“模糊”的身

份认同所替代。	

 

%&'( 

 

)*+,-./012

 

被任命为学校大队辅导员时，Q 老师有着一种“升级提档“的感觉。因为，校长对她说，“现

在也算是学校的中层干部与管理者了，以后要好好把工作做起来，要有大局观，要多讲奉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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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为老师、为学校发展服务。”Q 老师最初以为，做了大队辅导员后，工作的重心要转到学

生与学校管理方面，教学工作要相对减一减了。不过，后来她发现，真实的情况是“做加法”，而

不是“此长彼消”。一方面，仍然要承担与以前一样的教学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做好少先队的工

作。她说：“担任大队辅导员快五年了，我一直弄不清自己到底是教师型管理者，还是管理型教

师。”	

《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职责有：抓好学校少先队基础

建设；组织开展少先队大队的各项活动；指导和协调中队辅导员工作；培训中队辅导员；关注队

员的身心健康，反映他们的意见和成长中的需求，争取学校、家长、社会的支持和配合；维护少

年儿童的合法权益，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协助学校行政管理工作；协助社区少工委工作。

履行好这些职责，意味着大量的工作。Q 老师说道：“大队辅导员的工作说得宏观点，就是要抓好

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少年儿童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深化少先队素质教育，使少年儿

童在少先队组织中健康成长，全面提高少年儿童的综合素质。但是，所有这些目标都要落实到具

体工作上，落实到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个学期的安排上。那就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

量。”	

以 2016 年为例，Q 老师每一个月都要组织完成一项主题活动：一月份是学期总结月，二月份

是常规工作推进月，三月份是“行为规范 举止文明”月，四月份是“学会尊重 担当责任”月，

五月份是“珍惜时间 学会自律”月，六月份是“诚实守信 自信乐观”月，九月份是尊师重教

月，十月份是爱国主义教育月，十一月份是快乐成长月，十二月份是安全法制教育月。按《少先

队辅导员工作纲要（试行）》规定看，月度主题活动还只是各项工作中的一种，作为少年儿童“人

生追求的引领者”、“实践体验的组织者”、“健康成长的服务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者”和“良好

发展环境的营造者”，大队辅导员需要承担繁重的周复一周、日复一日的常规工作。Q 老师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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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大队辅导员，不仅要理所当然地负责少先队的各项工作，还意味着承担学校的许多其他

事务性的任务。Q 老师提到：“我不仅有忙不完的少先队工作，还有学校里其他琐碎繁杂的行政事

务要做。学校很多事好像都能跟我们大队辅导员搭上边，似乎哪里需要就都有大队辅导员的事。

大队辅导员就是万精油，干杂事的，好像学校的什么事情都要管。”	

《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大队辅导员每周兼课一般不超过 6课时，从事少先

队的工作时间每周不低于10课时。大队辅导员的工作量要折算成相应的教学工作量。”但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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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辅导员的教学工作量并没有按规定控制与减抵。Q 老师感到，目前工作上最头疼与矛盾的是

“难以兼顾教学与行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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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与管理双重工作带来的困扰并不是个别现象，据 Q 老师说，她身边的很多大多辅导

员平均每天要有 4-5小时的时间花在少先队工作上，甚至少数大队辅导员用于少先队工作的时间达

4-5 小时。Q 老师说：“之前没有担任大队辅导员这项工作时，也听说过这项工作的事务繁、杂、

多，做了之后发现，确实是这样，总是让你手忙脚乱、应接不暇。”Q 老师所在学校德育处 F 主任

的话，让人更好地了解了教师与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对于大队辅导员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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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在一次会议上，Q 老师所在学校的 M 校长也一再感叹：“说实在的，少先队工作真的不是个

好差事，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真的很累，每天接踵而来的事务性工作让人忙得就跟陀螺一样转个不

停，的确很累！” 

Q 老师说，繁重且具有分裂的双重工作，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每天下班后，都有精疲力

尽的感觉。”“工作和生活上一点也不从容，总是一件事赶着一件事，好多工作都是到最后关头才

交差，感觉慌慌张张的，常常有焦虑感，虽然很困，但晚上就是不容易睡觉。”“有时候累到无力

的时候，甚至跑到房间里偷偷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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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老师有点委屈与不甘地说：“真正纠结的还不完全是教师还是管理者的身份不清，更大的问

题是，大队辅导员到底算不算正式的管理者还要两说。”	

《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大队辅导员按学校中层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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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校务会议。从事少先队工作多年，且成绩特别突出者，可列入教育系统后备干部培养序列。”

然而，Q 老师很多时候感觉自己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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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课工作量，我就跟学校其他中层管理者不一样。其他中层的课时上都有相应减免，课

时要求少一些，而我做了大队辅导员之后，课时仍然与以前的差不多，每周还是要上 10 节课。”Q

老师说，	

“开会方面，也能够看出来。有时候开行政例会，教务主任、德育主任不在或有事时，校长

会要等他们来了才开始会议，或让他们把手上的事情调开来参加会议。如果是我有事，行政例会

毫无疑问会正常进行。我们学校还算做得不错了，每次开行政例会都让我汇报一下少先对这方面

的工作。在其他不少学校，有的虽然参加行政例会，但一般不常规性地汇报工作，只是需要时才

进行汇报；有的还不参加行政例会，只有要举行重大少先队活动时，才让大队辅导员参加。最简

单地，我每次行政例会，我都是坐在最边上、最远的地方。”	

工作补贴也是能反映大队辅导员身份的一个表现。《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对少先

队辅导员的培训、考核与奖励问题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没有涉及常规性的工作补贴问题。Q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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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 老师看来，校长在工作上支持与否，也反映了大队辅导员的行政地位。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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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老师认为，这种工作上的不太支持，跟少先队工作本身被认为不太重要有很大关系，相应地也与

大队辅导员的身份有关系。“我感觉身份与工作重要性是相辅相成的。工作本身被认为不太重要，

造成身份地位也不高；身份地位不高，同样也让别人不太看重你的工作。德育、后勤甚至教学方

面，也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但只要相关中层领导提出想法或邀请校长，他一般都会尽量支持。”	

在学校大多数教师眼中，大队辅导员也不是正式的中层管理者。Q 老师说：“没有人把你当回

事，不要说把你看作中层干部了，有时我都觉得‘大队辅导员’就是‘不用太在意’的代名词，

地位比普通教师还低。似乎担任大队辅导员的，都是那些没有多少资历，缺乏经验，甚至是喜欢

露风头的年轻人。你要开展一项活动，就得求爷爷告奶奶地请老师们支持。他们配合你的工作，

完全是给面子，而不是因为你是中层干部，你让他做的是其应该做的事。有时候，他们叫你一声

‘领导’，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在寒碜你，让你感觉很不是滋味。”	

Q 老师所在地团市委学校部的 L 副部长认为，大队辅导员作为中层干部的身份之所以不能明

确，与大队辅导员的领导和管理体制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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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少先队工作，需要与班主任、科任教师和家长打交道，大队辅导员的使命就是与各主体

同心同力，为他们服务，以一起共同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然而，实际工作中，大队辅导员与

班主任、科任教师和家长的关系却很复杂，常常被看作是“干扰者”。	

Q 老师就曾经因为礼仪检查岗的事，与一位班主任老师产生过激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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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老师说，这种激烈的冲突很少，但隐性的矛盾和细小的摩擦却不少。“我就私下听一些班主

任抱怨，‘大队辅导员真的很能折腾人，一个接一个的活动，都快累死我们了。’还有班主任直接

对我说，‘你是大队辅导员，你当你的，我们没有意见，可是你千万不要有事没事地给我们布置那

么多事情啊。’”Q 老师觉得，班主任与大队辅导员之间出现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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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班主任之外，Q 老师还面临着与科任教师工作上的矛盾。Q 老师所在学校的几位科任教师，

就表达了对学校少先队工作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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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家庭对于孩子教育的关注日益加强，家长与大队辅导员之间也会出现认识与想法上的不

一致。有些家长认可少先队的相关做法，有些家长则不能很好地理解，以致出现一些矛盾。在学

生入队问题上，Q老师就经常碰到来自家长不同的态度。10月 13日是少先队建队节，全国所有学

校都会组织队员开展入队仪式，有的学校采取同一年级的新生同一时间一起入队，而 Q 老师所在

学校则采用考核通过者先行入队的方式，然后再在接下来的元旦或者六一等重大节日里，举行第

二批入队仪式。因为分批入队，时间上有先后，有些家长就有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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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一些反对的声音，也有一些家长对分批入队的方式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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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参加合唱队的资格、大队委的竞选、鼓乐队的训练时间等等，

家长们都很敏感，又有不同的想法，总口难调之下 Q 老师很难做到恰当的平衡，从而产生各种矛

盾。有时被看作积极的服务者，有时则被视为不当的干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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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谁都可以做大队辅导员？”“大队辅导员是否应该由专职人员来担任？”这是 Q 老师

经常思考的两个问题。她说：“在一些同事眼中，大队辅导员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任何一个人都

可以承担这项工作，只是不愿意罢了。其实不做不知道，大队辅导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

至少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好的。”“大队辅导员事情多、涉面广，需要投入充足的时间与精力，让

教师兼职来做很难长期做好。”	

《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辅导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áâãä>*+»z1¥¹å�>tæ_h1È��MNç�ènqL!^Ù�>&

?@�h1$"LíM9cô�éZçç

êá#ë2_ºÚ1#ë234<=1ìsÜq1=\qí1¥¹îïðñ1òã)

2_ºÚkó4aw/Zçç

ôáõö*+ö%L×�2_ºÚ4aö%1�:2_ºÚeMN¶�fG·u�÷

TZçç

øáù�÷Tàyu�1¥¹y�>!"S�È�p7õ8ú>¢È�LS�>nq

E�È�Zçç

					

团市委学校部的 L 副部长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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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市委 C 总辅导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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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老师说：“除了这些之外，大队辅导员要比较细心，能协调好大大小小的诸多事务，一定要

少说多做。也要能够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例如与校长的关系，与教导主任的关系，与中队辅导

员的关系，等等。”她认为，“大队辅导员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精深的某一项专业技能，但广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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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与掌握相关基本技能，恰恰是其特点，或者说是大队辅导员专业性的体现。反正我觉得，与

法律、医生相比，大队辅导员的专业性可能没那么强，但它的专业性至少不低于教师职业，可以

成为与教师一样的共同服务于学生成长的专门职业。”	

因为没有专门的人才培养体系，所以从提升大队辅导员工作素养与能力的角度看，职前与在

职的培训就显得比较重要。据 Q 老师说：“我们这边，上岗之前，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大队辅导员没

有参加过任何级别的上岗培训，其中主要集中在乡镇小学；参加过区级以下培训的估计有三成，

主要是一些乡镇小学和部分市区普通小学的；剩下有两成左右参加过区级以上培训，集中于市区

的品牌小学。”她自己也没有参加过岗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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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培训方面，虽然有，但也不是很系统。该市团市委少工委 B 副主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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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老师担任大队辅导员工作后，参加过一次市里举办的培训班，她感觉，培训是非常必要的，

也能给工作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和指导，但一年 200 多天的实践工作仅仅靠几天的培训是远远不

够的，而且目前一些培训的质量也不是很好，成效不明显。	

《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中专设了“对辅导员的培训”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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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 老师看来，这些规定和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Q老师认为，培训其实也不是最为主要的方面，更为深层的问题在辅导员队伍能否真正实现专

业化，在职称体系上与教师序列并行。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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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老师相信，如果少先队辅导员可以有专业职称这条道路选择，会有人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好好

学习、钻研、成长，专心致志地投入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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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老师在逐渐适应大队辅导员这一角色后，在推动学校少先队工作方面很有成效，但从话语中

可以看出，她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并不太满意，对将来的发展定位也不甚明确。这很大程度上与大

队辅导员角色身份的不清晰或多重性有关。Q老师说，她现在就是在熬时间，等再过几年有更年轻

能干的人来做这件事，自己就可以解放了。如果仍按目前的情况发展，可以想象的是，下一任大

队辅导员很可能也要经历类似的“前摸索，后煎熬”的过程与“角色不清、关系复杂”的状态。

这无论是对大队辅导员的个人发展，还是对少先队工作的有效有序开展而言，都不是有益的。在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中小学素质教育，真正实现学校教育立德树人使命的时代背景下，

当前需要从实践和理论层面明确一个问题：大队辅导员的职业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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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先队工作在当前的中小学德育管理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2. 大队辅导员的主要工作困难有哪些？ 

3. 大队辅导员队伍是否有必要走专业化建设道路？ 

4. 如果走专业化建设道路，大队辅导员专业化的表现及其建设路径是什么？ 

5. 如何看待学校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兼职管理”现象？ 

 

%&IJK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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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对象：教育领导与管理专业教育博士研究生 

适用课程：教育管理案例研究 

(")*+,'

①在知识层面，能够丰富对中小学德育管理内容的理解； 

②在认识层面，能够聚焦角色定位，洞察大队辅导员实践工作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③在分析层面，能够围绕专业化视角，深入思考大队辅导员的相关知识与实践问题； 

④在应用层面，能够提出大队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实践建议，分析更具一般性的中小学

管理者兼职身份问题。 

-"./01'

2.345'

角色冲突理论：一种社会学理论，是指当一个人扮演一个角色或同时扮演几个不同的角色时，

由于不能胜任，造成不合适宜而发生的矛盾和冲突。通常包括角色内冲突与角色间冲突。本案例

侧重于工作角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角色，且重在角色间冲突。 

学校组织科层与专业双重性理论：学校组织既有与一般组织类似的科层性，需要建立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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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体系，以确保分工明确，运行通畅；又因为工作专业性较强，需要突出专业知识的重要性。

因此，学校的大多数管理岗位都是由教师承担的，这便带来了案例中教学与行政工作不能很好兼

顾的问题。 

专业化理论：涉及专业化的历史、概念、标准、条件与反思等基本问题的认识。本案例中主

要涉及大队辅导员专业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建设路径等问题的理解与分析。 

./6715'

借助既有的组织学知识与专业化知识，明晰少先队工作的性质、大队辅导员工作的独特性、

大队辅导员专业化的内涵、大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路径等基本问题，形成初步的大队辅导员队伍

建设与专业发展的知识体系。 

./8915'

概念提炼能力：能够基于大队辅导员 Q 老师工作中碰到的各种角色混乱，提炼出“大队辅导

员专业化”这一统摄性的概念，并据此展开相对较深入的分析；能够基于我国国情，通过比较分

析，形成“中国特色德育管理体系”的概念。 

实践应用能力：能够提出完善当前大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相关建议；能够结合自身工作经历

与需要，形成改进自身工作的思路与方法。 

:;<=>?5'

首先，对“教师还是管理者”、“正式行政人还是边缘管理者”、“服务者还是干扰者”和“业

余者还是专业人员”四个问题逐一进行探讨。其中，“教师还是管理者”侧重于教学与行政的关系；

“正式行政人还是边缘管理者”侧重于大队辅导员的管理体制；“服务者还是干扰者”侧重于学校

教学与少先队工作的关系；“业余者还是专业人员”侧重于大队辅导员的素质要求与专业发展。然

后，在上述具体分析基础上，提出“大队辅导员专业化”的概念，讨论少先队工作的性质、大队

辅导员是否有必要走专业化道路、大队辅导员专业化的内涵、大队辅导员专业化的建设路径等问

题。这部分侧重于概念辨析与知识框架构建。最后，基于前两个方面的讨论，共同探索当前大队

辅导员队伍建设实践的改进策略以及对进一步理解自身工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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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安排：大学标准课 3节，120分钟。 

环节安排：（1）分组讨论。用 30 分钟时间，围绕思考题进行组内讨论；（2）组间交流。用 50

分钟时间，每组派一名代表逐一交流对每道思考题的看法，每道题约 10 分钟；（3）生成问题讨论。

用 15 分钟时间，全班共同参与讨论学员阅读或小组讨论过程中生成的问题。（4）教师点评。用 15

分钟时间，对讨论进行概括与进一步引导，明确共识与分歧点。（5）政策风暴。用 10 分钟时间，

全班进行头脑风暴，思考当前大队辅导员队伍建设实践的完善要点以及对个人工作的启示。 

适合范围：20人以下的班级教学。 

教学方法：小组与班级讨论为主，教师点评为辅。 

组织引导：教师布置任务清晰，预习要求明确。 

          为学习者提供参考资料的清单。 

活动设计建议： 

提前两周布置阅读任务。包括案例文本、政策文件和理论文献。 

组织学生在适合分组讨论的教室上课，每个小组提供一张小组讨论记录表，包括主讲人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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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员的发言记录和综合的观点。指定一位学生做好录音工作。教师准备好点评的资料和提纲。 

课后根据各小组的汇报情况及时分析案例教学的得失，以便为今后的案例教学做进一步的改

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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