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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职业发展机制探构 

姚 勤 
(常熟理工学院 团委，江苏 常熟 215500) 

摘要：新的形势对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必须着力提高辅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辅导员职业发展机制，解决影响队伍发展的 

制约因素，强化辅导员的职业素质培训，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水平，促进辅导员队伍的职业 

化、专业化、专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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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是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 

力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有利于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着新 

的形势，“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 

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 日趋激烈”⋯，对高校 

辅导员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新的 

形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提高工作的实效，对 

辅导员提出了新的挑战。正视辅导员职业素质发 

展中存在的不足，建立职业发展机制，制定相对具 

体的职业培训体系，提高辅导员的整体素质，对建 

设稳定的辅导员队伍至关重要。 

一

、辅导员职业素质内涵 

“辅导员、班主任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 

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2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是 

辅导员做好工作的关键。高校辅导员职业素质一 

般分为四个方面，即：思想政治素质、管理能力素 

质、专业知识素质、身心素质。 

1．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辅导员是开展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 日常 

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 

导者。” 因此，辅导员必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引导学生 

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辅导员要完成这些任务 ，就 

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 

2．优秀的管理能力素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 

作和学生事务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学生的 

思想引导、学业指导、团队管理、就业指导等常规 

工作，也要面对突发情况，处理危机事件。辅导员 

的管理能力可分为“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分析判 

断能力、应变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自我控制能 

力” 等。辅导员既要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常规管理、团队建设等面上的工作，同时要做 

好学生党建、学生奖助贷等块上的工作；辅导员既 

要在相对固定的范围内开展工作，也要配合学校 

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学生的管理工作，这就要求辅 

导员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 

3．丰富的专业知识素质。思想政治工作是一 

门学问，辅导员工作是一门艺术。辅导员的工作 

对象是思想活跃、个性鲜明的青年人，要做好他们 

的工作，赢得他们的尊重，辅导员就必须具备哲 

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 

基础知识，并在实践中形成相对完整的专业知识 

体系，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随着信息化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到来 ，辅导员还应 

加强对新科技、新知识的学习，要学会运用 QQ、 

微博等现代化的手段来教育引导学生，以引起学 

收稿日期：2012—10—24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SJD710010) 

作者简介：姚勤(1977一)，男，江苏泰兴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万方数据



第4期 姚勤：高校辅导员职业发展机制探构 ·81· 

生的共鸣。据相关研究和实践表明，高校辅导员 

亟待提升的是专业素质 。 

4．良好的身心素质。辅导员必须具备良好的 

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这是辅导员做好本职工作 

的基础条件。辅导员在学生管理工作第一线 ，他 

们从事着具体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面广量 

大，事无巨细，他们经常奔波于办公室、教室、学生 

宿舍、学生活动现场之间，如果没有强健的身体就 

难以承受如此繁重的工作。辅导员是学生的“心 

灵导师”，学生的就业困惑、经济困难、情感纠葛、 

心理压力，要辅导员帮着去疏导；学生中的突发事 

件，要求辅导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理。他们在 

完成工作的同时，也承受着一定的心理压力，这就 

要求辅导员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职业发展与辅导员素质提升 

1．职业发展机制有利于提高辅导员的专业知 

识素质。高校的中心工作是育人，是促进学生的 

全面成长和成才，辅导员工作的实效是学校人才 

培养质量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辅导员应有 

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相关的学科背景，这样 

他们开展工作才能游刃有余。可目前辅导员队伍 

中毕业于上述专业的人员比例并不高，虽经过短 

期岗前培训，但开展工作的实效很难保证 ，长此以 

往，甚至会造成对工作的倦怠甚至是厌烦。因此， 

必须通过建立相对具体的职业发展机制，系统地 

开展学生工作的专业知识培训，分析学生管理的 

难点和困难，研究方法和对策，从而弥补工作经验 

和能力的不足。 

2．职业发展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提高辅导员的 

管理能力素质。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和网络等新媒 

体的影响，也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 

辅导员的主要工作应是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可高校辅导员却承担着与本职工作无关的 

大量兼职工作，“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是许多辅导员工作的真实写照。辅导员整天忙于 

事务性工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工作的积极 

性和对学生工作职业化的追求。高校应通过建立 

相对完善的辅导员机制，合理地分配辅导员的工 

作 ，适当减轻辅导员的工作负担，让他们有更多的 

时问去培训提高，去思考和总结，去研究和发展， 

努力提高职业素养。 

3．职业发展机制的建立有利于队伍的专业化 

和职业化。学生管理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学问， 

它和教学科研一样，必须有一批相对固定的专家。 

高校应鼓励辅导员努力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专 

家，成为职业指导、心理辅导、团队管理等方面的 

专家。应根据学生工作的目标要求，结合辅导员 

的职业规划，结合个人兴趣和特长，引导辅导员朝 

着某一个方向或者领域努力，成为某一方面的专 

家，并为辅导员的职称评定创造良好的条件。应 

有辅导员的职业发展通道，辅导员有教师和干部 

的双重双份，应根据个人的志向和条件，把优秀的 

辅导员送到党政干部管理岗位上，把有能力从事 

教学科研的辅导员转至相应的岗位 。 

三、辅导员职业发展机制的路径选择 

1．构建相对专业的职业培训体系。辅导员从 

某一专业毕业时基本只接受了单一专业的知识学 

习，对于高校学生工作开展中所需要的教育学、哲 

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不可能面面俱到。 

而辅导员从事的学生工作专业性很强，对辅导员 

的能力素质要求较高，学生在成长中所遇到的思 

想困惑、专业学习指导、心理问题调适、人际交往 

障碍、职业方向选择等问题都需要得到辅导员的 

正确引导，这要求辅导员应具备较强的政治学、教 

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要善 

于掌握青年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有驾驭 

全局和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 J。高校应制 

定相对专业的辅导员培训体系，有具体培养计划 

和培养方案。加大对辅导员的培训力度，有计划、 

有重点、有步骤地提高辅导员的素质能力。 

2．明确辅导员的职业发展通道。高校应通过 

制度化的设计，明确辅导员职业发展通道。要帮 

助辅导员设定 自身的职业规划，帮助他们创造良 

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其职业培训和学历提升 

提供保障，从而形成一支专业型的辅导员队伍。 

要进一步完善辅导员的聘用、考核、激励、淘汰等 

相关制度，强化辅导员的职业管理。应有相对独 

立的职称(职务)评定制度，尊重辅导员的双重身 

份，对于科研能力较强的辅导员，应在专业职称评 

定时给予相应倾斜；工作能力优秀的辅导员，可任 

命为相应职级的辅导员(部分高校实行的辅导员 

职级制)，从而提高他们的职业归属感。对于部 

分能力和业绩突出的辅导员，可提拔到党政领导 

岗位，或者作为后备干部培养；有志于从事其它工 

作岗位的辅导员，通过相应的考核，可以充实到专 

业教师或科研工作队伍中去。 

万方数据



· 82·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5卷 

3．为辅导员的职业素质提升提供帮助。在校 

内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配齐辅导员队伍，适当减 

轻辅导员的工作负担；创造人性化的工作环境，优 

化辅导员的薪酬待遇，在生活上和业务上关心辅 

导员；要重视辅导员的团队建设，形成良好的竞争 

机制，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根据辅导员的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可在辅导员的不同的职业发展阶 

段，为其提供不同的帮助。要通过工作沙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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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meet the current demands arising from the latest realities in coU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general and overall attain- 

ments of the counselor team must be enhanced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etical education must be strength． 

ened．For that end，coleges or universities need to conduct researches and find out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unsel- 

Ors，design and build a long—term career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counselors SO that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work en— 

thusiasm，professionalism，specialization，and expertise will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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