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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一方面要加强辅导员队伍的理论化武装，另外一方面要加强对于辅导员的职业化培

训。本文在对高校辅导员团队当前管理状况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探索性总结出推动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的相关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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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关于高校辅导员素养、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相关问题愈加

被高校所重视，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亦将逐步成为未来辅导员专业成长

的趋势。在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辅导员的文化理念、人文素养等方面

的培育有极大需改进的空间，该文章着重对高校辅导员队伍中的专业化、

职业化建设问题进行剖析并给出一定的改进建议。 

1 高校辅导员队伍管理现状分析 

前几年，《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有关于高校辅导员，

重点指出了辅导员管理问题、考核问题以及所需要履行的职责问题，不

过在辅导员工作的管理中存在很多情况需要加以分析与改良，本文将重

点分析以下问题。 

1.1 高校辅导员对于理想信念还不够坚定 

新时代的高校辅导员应做一名理想信念的守望者，道德情操的塑造

者，扎实学识的传输者，仁爱之心的传播者。但有些高校的辅导员，为

了生计而工作，而关于对投身教育事业，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信念太过

于薄弱。作为高校内部不可或缺的集教育、服务、管理于一身的工作者，

高校辅导员他们应该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护航者，是塑造灵魂、

塑造生命、塑造人的一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但有些辅导员对于他们

自身的工作缺乏一定的责任心，加之，不同的学校对于辅导员管理工作

存在忽视的现象，对于辅导员激励、保障的相关举措更是少之又少，多

停留在口头层面，这更加不利于高校辅导员对于其自身工作的认可。 

1.2 对于高校辅导员的激励机制不够完善，没有有效激发辅导员的

作用 

辅导员的基本任务是教育和管理学生。在实践中，学校、家长普遍

错误地认为，只要学生出现任何问题就应该找到辅导员问责。除此之外，

我们发现很多行政工作牵制了辅导员对于学生的辅导工作，他们长期忙

于非本岗位事务。辅导员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更谈不上工作的专业性和创新性。目前关于高校辅导员的管理仍是学校

同学院（系）进行共同领导，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缺乏有效激励高校

辅导员的措施，因而会对辅导员自身的发展以及管理工作的提升均造成

一定的阻碍。 

2 实现高校辅导员管理队伍职业化的对策建议 

2.1 高校应提升对于辅导员工作人员选聘的重视度 

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实现高校全方位发展意义重大。高

校要选派一些思想健康、责任心强、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人员担任辅导员

工作，选人用人要注重道德品质方面的考察，在辅导员管理过程中，要

把德才兼备的教师选派到工作岗位上去。高校要提高政治待遇，把辅导

员纳入到高校的发展规划当中去，可以从这些角度切入：首先，学校要

对辅导员工作的重要性有一个明晰的认知，提升对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

重视程度，在此基础上，对辅导员形成健全的考核制度，重点应根据考

核结果对其进行薪资、福利以及晋升名额等进行分配。此外，高校还必

须做出一些能够调动辅导员工作热情的举措，以促使高校辅导员队伍的

工作能力与工作水平不断得以提升。其次，应该加强对于辅导员的定期

教育、培训，重点从政治、思想道德层面强化对于其的教育，促使辅导

员自身的发展能与社会发展相匹配。 

2.2 进一步提升辅导员的综合素质与履职能力 

辅导员的精神面貌、综合素质对于受辅导的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辅导学生的过程中，高校辅导员要有较强的政治素养，具有正能量，

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帮助学生树立健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辅导员要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生活中、学习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作

为一名高校辅导员，其对于工作的处理能力是极为重要的。当在其岗位

上时，对于学生的教导、管理应该永远被放在首位，强烈的责任心是高

校辅导员处理好工作的首要前提，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应该被时刻放在

内心并付诸实践。与此同时，高校辅导员自身还需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

和素养。担任辅导员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工作，要想胜任这份工作，首先

需要提升自己的诸如语言表达、组织协调、处理突发事件等各方面的能

力。 

2.3 高校要积极创新，调整辅导员的工作方式促进专业化成长 

在高校的管理中，我们发现，辅导员队伍的人员层次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新参加工作的辅导员因为在辅导管理岗位上缺乏工作经验，对于学

生的辅导就达不到较好的效果，在实际对于辅导员的管理与培训方面也

没有以辅导员的职业特点作为依据。所以，高校要与时俱进，促进学生

管理与教育的同步，创新工作方式，让学生更好地融入到大学生活当中

去，更好地学习与生活，这就要加强对于辅导员自身专业的提升。除此

之外，辅导员必须能够具备一定的随机应变能力，对于一些突发性的、

特殊的事件能够冷静、迅速地解决，真正做一名有水平的专业的高校辅

导员。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一方面

要加强辅导员队伍的理论化武装，另外一方面要加强对于辅导员的职业

化培训，提升他们的专业性。高校只有重视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专业

性、职业化发展，才能更好地优化辅导员队伍建设，这样也可以为学生

提供更好的辅导资源，让辅导员们更好地踏上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的道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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