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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学生素质发展的需求不断提高，高校教育工作迎来了更大的挑战，辅导员必须具备更高的职业能力和个人素

质，才能做好本职工作，满足工作需求。基于目前高校辅导员职业水平参差不齐，《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不断完善和提高的背景，

本文分析了问题，提出了几点提高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有效路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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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1.1 提升辅导员职业能力的途径较少 

目前，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学校在校

内或校外组织培训学习活动，通过理论式的教育向辅导员普及心理教育

知识，班级管理知识，职业规划指导等方面的信息，最终通过文字性的

考核评定辅导员的培训成果，通过考核后即可上岗。第二种是通过在实

践中积累工作经验来提升职业能力，这无疑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

难免会在个人提升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目前，许多高校都仅靠这两种方

式来提升辅导员的职业能力，这显然是不够的。 

1.2 缺少持续性提升的路径 

国家对高校辅导员的职业素质要求不断提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

求，也为辅导员提供了一些自我提升的参考标准。由此可见，高校辅导

员职业能力提升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需要长期开展。但是目前，高校

显然缺少持续性提升辅导员职业能力的路径，缺少长效培养的机制。 

2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路径与方法 

2.1 提高准入门槛，健全培训机制 

辅导员负责教学与管理工作，其个人职业能力与素质对学生们的学

习、职业发展以及班集体建设都构成直接影响，必须要严格选拔，层层

筛选，提高辅导员的考核标准及准入门槛，先从根本上控制住辅导员队

伍的基本素质。在选拔辅导员时要以《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

为依据，考核其知识水平与工作能力。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加强高校辅

导员在个人素质、品德上的建设，考核时看重其个人履历，有无不良社

会记录等。在严把准入门槛的基础上，通过健全培训机制，使校内辅导

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升。 

培训要按照国家要求，入职培训在 10 天或 40 个标准学时以上，中

级辅导员，每年的培训需在 48 个标准学时以上，高级辅导员每年需接受

128 标准学时以上的培训。培训的内容不能统一化，要根据辅导员负责

的课程设置多门培训课程，培训内容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大

纲等。记录每一名辅导员接受培训的次数，培训后考核的成绩等，建立

档案，以此作为评估优秀辅导员的重要依据。针对初级、中级和高级辅

导员，要采取不同形式，不同强度的培训，结合辅导员日常参与的工作

内容，在培训中加入一些新的内容，比如思想政治教育、党团建设、就

业辅导、心理教育、网络教育、突发事件应对等，多角度提升辅导员开

展工作的能力，以便更好的应对繁琐的工作。 

2.2 创新辅导员培训形式 

不仅要丰富辅导员培训的内容，培训的形式也要创新，打破理论化

培训的局限，提升实效性。除了以传统形式展开集体培训外，还可以通

过网络视频、访问参观他校，交流研讨，社会调查等多种方式实现多层

次、多维度的能力培训，全面提升辅导员职业素质。高校积极与他校合

作，建立合作交流关系，辅导员之间定期沟通，学习新的工作方法，交

流经验，能够更快的获取到一些带有实践价值的信息，更快提升自身职

业能力。另外，为了促使辅导员的个人素质、思想品德同步提高，高校

还应该在校内和校外多组织一些文化建设活动，慰问活动，志愿者活动

等，培养辅导员的奉献精神，耐心的工作态度以及端正的品行，如此才

更加具备完成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水准。 

2.3 建立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的存在会使辅导员积极主动提升自我职业能力，而不是被

迫参与学习和培训，这是一种促进辅导员发展的长效机制，是不可缺少

的。高校应该定期组织一次辅导员能力评定，结合辅导员开展工作的方

式、态度、能力，在工作中的表现、授课水平、知识水平等，进行优秀

辅导员的选拔，对在岗位上表现突出的辅导员进行表彰，给予管理职位

和薪资上的调动，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当然，对于不积极参与培训，

在工作中表现不佳，知识水平不高却不积极进行自我提升的辅导员，要

酌情处罚，淘汰掉一些已经无法跟上整体辅导员队伍素质的个别人，通

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增强辅导员自我提升的意识和积极性。 

2.4 重新制定工作制度 

辅导员的日常工作繁杂，且存在差异性，以统一化的工作制度来约

束他们显然是不合理的，高校应该重新制定工作制度，体现出灵活化和

宽松化，更具针对性，使制度起到更有效的约束作用。比如，针对目前

辅导员负责的社团工作，宿舍管理工作，网络平台建设工作，学生干部

管理工作，教学工作等，分别制定制度并完善，保证辅导员开展的任何

一项工作都有相应的标准来约束， 

3 结语 

总之，高校的教育工作愈发繁重，学生的发展需求不断提高，辅导

员只有具备更高的职业能力才能承担起该岗位的工作。无论现阶段高校

辅导员队伍的职业能力处于怎样的水平，加强进一步培养和提升都是必

要的。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的提升需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落实，这是一项

长期性的任务，学校与辅导员自身都要积极主动，响应《标准》要求，

不断追求更高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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