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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体现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现代化水平，而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

素质能力的提升对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改革、提升高等职业院校教育质量、促进高等职业院校发展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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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reflects a country’s economic de-
velopment level and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level.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counsel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mproving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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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新时代于高职教育，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不断满足高职院校学生对美好生活期待的新时代。素质不是个人能力或核心能力，高职院

校辅导员的素质能力影响着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职业道德修养以及人文素养。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指示要高度重视新时代职业教育，在如此好的发展环境下，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的建设要同步伐跟

上，全力推进高职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提升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素养。 

2. 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素质能力研究现状 

随着高职扩招，高职院校辅导员规模也逐年扩大。但是一味的注重数量而不重视后期的培养是达不

到高质量育人的效果。对此，相关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2012 年，学者李汉烨认为社会认识、高

校机制建设、辅导员自身能力等因素制约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2]。2014 年，学者肖永强认为，新时代辅

导员队伍存在职业社会地位偏低、学科背景多样化、专业基础相对薄弱等问题[3]。2015 年，学者李莉把

高校辅导员队伍问题归纳为知识结构失衡，专业指导能力不足、职业伦理缺乏职业倦怠感明显、职业思

想不稳定等[4]。 
综上所述，关于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的提升研究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高等职业院校辅导员素质能

力研究目前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但是通过分析发现一些不足，关于高职院校辅导

员素质能力提升的部分研究存在可操作性不强、没有联系实际等情况。 
本文通过对文献分析发总结前人的经验，结合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找出

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存在问题，以《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为基础，理论联系

实际，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策略。该研究能够反应新时代特点，从高

职院校辅导员素质能力这个新角度出发，为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素质能力提升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3. 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分析和实地走访部分高职院校，将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现状同《普通高等学

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相关要求进行比对，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进步深入开展研究。 

3.1. 职业定位模糊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提到了开展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是新时代辅导

员[5]。新时代辅导员是具有教师和管理人员双重身份的职业，有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的职业

定位。其中思想政治教育是辅导员工作的核心，日常工作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是辅助手段。而通过

文献分析得到的实际情况是，辅导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处理日常工作，更有部分辅导员还承担着

不小的教学任务，真正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间反而占比最小，这就导致辅导员职业定位模糊，严

重影响到辅导员职业发展。 

3.2. 专业知识不足 

“高校辅导员是一个多门专业知识和技能综合又自成专业体系的一个社会职业岗位”[6]高职院校辅

导员掌握专业知识后形成专门的技能，以此鼓励大部分的辅导员向专业化发展，吸引其他人才加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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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队伍。增强辅导员队伍的职业自信也有利于高职辅导员队伍建设稳步发展。而笔者通过查阅近两年的

高职院校辅导员招聘公告发现，高职院校招聘辅导员优先招聘思政、教育类专业，同时也会招聘其他专

业的优秀人才。这就使得部分高职院校辅导员入职前缺乏相应的管理教育高职学生的专业知识。除此之

外，非教育类专业毕业的高职院校辅导员还缺乏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理论。这就高职院校辅导员

专业知识不足的情况，一般这种情况需要一到两年的缓冲期，最终出现辅导员工作效率和业务能力都不

理想的情况。 

3.3. 民族结构单一 

相关统计显示 2018 年时新疆籍的大学生就分布在全国 3 个省市 2015 所高校，而所有少数民族学生

高达 80090 名[7]。而 2019 百万扩招的政策执行以来，少数民族学生数量也在此基础上大幅度增加。少数

民族高职学生的教育是民族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集中统一，如何把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做到走进少数民族学

生，做实做细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重点。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学生因为其特殊性，与汉族学生的管

理存在不同之处，那么也就需要相应的少数民族辅导员更好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与此同时，少

数民族辅导员却没有相应的增加。 

3.4. 评价体系不完善 

教育部于 2014 年印发了《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后于 2017 年再度印发《普通高等学

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这两个文件是现行关于高职辅导员评价体系的基础性文件。这两个指导性文

件从国家层面上对辅导员的工作内容和职业能力标准等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为高职院校辅导员的

评价体系完善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保障。但是由于高职院校和其他本科院校具有不同之处，

不可以完全照搬，没法行成非常系统的对于高职院校辅导员的素质能力评价体系，高职院校辅导员评价

体系的不完善也就直接影响了人才培育的质量。 

4. 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策略 

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对于加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好的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技能型

人才，也有利于新时代社会形成正确的思想和价值引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普及快速化的新时代，

高职院校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阶段。也正因为如此，高职院校辅导员需要提升自己的素质能力和育人水

平。通过对高职院校的走访及调查，针对现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存在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策略。 

4.1. 进行权责划分，明确职业定位 

对高职院校辅导员进行权责划分，将党建、心理谈话、学团等工作分管到专人手上，避免因为工作

太过繁杂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的职业定位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学生

成才助力者等，做学生的人生导导师、知心朋友。 

4.2. 加强职业培训，增加专业知识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年轻一代的大学生有着不同的爱好、思想，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工作理念、

方式方法都在不断的更新。那么加强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应着重培训高职院校辅

导员方法技巧、操作程序、先进经验等，进一步推动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4.3. 改善招聘方案，吸引特需人才 

高职院校随着少数民族学生的增加，需要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辅导员，而在实际招聘过程中经常因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74


甘玉华，张兴敏 
 

 

DOI: 10.12677/ass.2022.114174 1290 社会科学前沿 
 

为不符合招聘要求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少数民族辅导员招聘计划落空。面对特需人才，高职院校可以采取

特殊的招聘方案，通过降低招聘标准来吸收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进入到高校辅导员队伍。 

5. 构建评价标准，优化评价体系 

部分高职院校辅导员和专任教师采取一样的评价方式，而实际情况下，辅导员和专任老师工作侧重

点不一样，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评价。辅导员工作基础性更强，成果性却不高，应该建立更加科学具体

的评价体系。多方面促进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素质能力的提升。 

6. 总结 

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竞争过于激烈而导致我国高职院校必须

在及时更新教育理念的同时全面提升高职院校辅导员的综合职业素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辅

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细化丰富高职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理论。本文通过对以

往学者研究的学习并联系新时代高职辅导员特点，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相关建议，帮助新时代高职院校辅

导员队伍更好的发展。促进高职学生的成长成才，有利于为高职辅导员的个人职业发展提供一套可循性

建议，从而更好的培育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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