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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总书记曾经指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本文拟以赣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

为研究对象，充分运用系统的观点，对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现状和体系情况开展调查，从共同

育人目标的理念看法、联动协调、平台机制等方面进行剖析，进而得出两者协同育人中存在的问题、成

因及新模式，以期设计出一套符合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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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once pointed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unity of explicit educa-
tion and implicit education, tap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contained in 
other courses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realize all-round education for all employe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counselors and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 the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make full use of the systematic viewpoi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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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counselors and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alyzes the con-
cept, linkage and coordination, platform mechanism and other aspects of common education 
goals, and then obtains the existing problems, causes and new models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counselors and professional teachers, with a view to designing a se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s that conform to counselors and professiona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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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3 月 18 日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时代新人的关键。而新时代又会带来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如何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全面有效地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让新生代大学生真懂、真

信、真行，是新时代赋予我们要解答的新课题。高校辅导员与专业教师协同育人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协

调配置好各自资源，深度融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做到补位、不缺位；不断丰富工作场景应用平台，

走深走实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到位、不越位；精准契合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有效引导人才全面发展，做

到找准位、不错位。 
高校专任教师和辅导员是落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重要主体，面对这个新课题，二者都有责

任义务回答好。高校专任教师和辅导员队伍成立时间都很早，各自具有丰富经验和独特优势，二者育人

路上形成合力，必将呈现出较好的育人效果。因此，在“课程思政”与“现实发展”背景下，辅导员与

专业教师都有必要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共同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高校要充分发挥高

校辅导员与专业教师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作用，两大角色虽各有侧重，但育人目标一致[1]。
然而，我们在看到高校辅导员与专业教师协同育人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二者协同育人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背后成因，积极采取对应手段方法，弥补彼此之间的不足或空白地带，最终初步探

索得出一条可落地、可推广的协同路径。 

2. 协同育人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因为所处角色不同，一个主管部门是学工系统，一个主管是教学系

统，两者依托的阵地载体也各不相同，前者主要是以管理与服务为主，后者则是课堂为主，诸如此类不

同之处还有很多。此外，高校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双方在理念、考核也有差异，对彼此工作缺乏了解，

工作交集不多，容易形成对彼此的不理解和否定。辅导员参与第一课堂的形式、路径与方法不明确，职

责界定不清晰[2]。由此引发两者在协同育人方面，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呈现出“各管一摊、互不干涉”

局面，从而没有形成统一发力点、协同育人点。经过梳理问卷和访谈内容，不难发现二者问题具体表现

在这三个地方：理念看法不同、联动协调缺乏、平台机制未健全。问卷调查以某一学院部分学生为主体，

收集整理对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的现状了解程度和建议。同时与部分专业课教师、辅导员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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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调查，掌握两支队伍对协同育人工作的各自看法。依据对问卷数据和访谈内容分析归纳的结果，汇

总整理得出存在的问题、原因，进而为高校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路径探析提供思路方向。 
问卷和访谈分析结果如下：一是理念看法方面，大多数学生认为在专业课讲授中教师会注重将思政

教育蕴藏其中，但是课程思政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存在一定效果虚化的情况。在日常思想上的

困惑，学生普遍寻找辅导员、班主任解答，寻求专业课教师帮忙的仅仅占 5%的比例。访谈中也发现二者

在相互配合、共同推动课程思政工作上，基本也是持各管一块的想法态度；二是联动协调方面，专业课

教师在进行专业课内容的思政部分讲解时，学生学习状况多为看其它部分内容。在进行课外政治理论学

习和社会实践活动时，专业课教师偶有指导学生。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开展了协同育人工作，也鲜有学

生知悉了解。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平时交流也不多，一学期大致在 3~4 次，还有多次集中在院级会议上，

而非单独交流场合，在对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时，也是偶尔性地邀请彼此参与课程研究。同时，半数以上

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有必要开展协同育人工作；三是在平台机制方面，受制于未形成健全统一

的平台机制，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开展了协同育人工作，但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此外，辅导员与专业课

教师协同育人纳入年终考核的比重几乎很少，协同育人的场地、制度规定等也不完善，造成了在软硬件

上都有阻碍取得协同育人成果的掣肘因素。两支队伍协同育人的话，二者也一致认为需要学校和学院层

面高位推动，并提供配套措施保障。 

3. 现协同育人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结合上述分析结果，从主客观层面出发，我们能够得出协同育人问题背后的原因。这些原因也主要

体现在思维观念、场所和上层支持力度等，具体剖析如下： 
主观方面上，高校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自身传统观念影响。在传统观念当中，专业课教师是主要负

责教学，对于课外之余，不在授课时间范围之内，更多的是与学生日常生活相分离，有些甚至在课堂之

中发生了教学冲突，也是想当然优先寻求辅导员介入，而不是发挥课程思政教育作用。碍于自身所学专

业不同等因素，更为突出的是自身观念里认为上课是专业课教师自己的事，“术业有专攻”，最后致使

辅导员参与第一课堂极少或者融入其中的方法不多。 
客观方面上，交流场地、时间与空间的错配和学校支持力度影响。在硬件场地提供上，暂时并没有

形成单独的协同育人交流室，缺乏一个实体的连接点，导致一些教育信息和教育资源并不能实时共联共

享；平时白天专业课教师多忙于教学上课，而辅导员则多用于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到了晚上，专业课教

师忙于科研或家庭事务，而辅导员则忙于谈心谈话或应急处突等，这就促使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在时间

与空间的错配，需要更为科学合理地协同好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关系；当前专业课教师的考核以科研

成果、教学论文为主，思政工作几乎考核很少，辅导员的工作考核集中在日常事务、思政育人，对协同

育人层面欠缺考核指标约束，在该机制长此以往指引下，激励效果将不凸显，难以常态化推进协同育人。 

4. 协同育人新模式探究 

4.1. 努力树立全员共同配合育人的重要理念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科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高校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之间的结构分化：前

者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务工作者身份，在实务工作之余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使思想政治

教育日益成为一门区别于其他工作的专业和职业；后者成为所在学科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大部分日常时

间投入到本专业科研工作中。彼此间的结构分化，比较容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间隔化。这种结构

性问题有导致在专业教学与思政教学、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理念冲突，最终成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扎实有效地掣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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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树立全员共同配合育人的重要理念，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坚守和推行，也需要辅导员与专业

课教师扫除固有落后的观念、统一思想。“精气神”文化是赣南师范大学特有的大学精神，富含“同心

创业”之义，也是学校各历史阶段、各办学层次实现高质量发展上的动力源泉和不二法宝。在当前错综

复杂形势下，各高校加快发展势头下，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弘扬“精气神”文化，增强各岗位工作人员的

协同育人担当，一同深入推进赣南师范大学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日常工作中，学校可以高度重视和

支持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素质能力提升，特别是集中在如何协同育人方面，扎实提供一场场丰富且精彩

的“文化盛宴”，例如开展主题培训班、思想交流会等。借助思想交流，观点碰撞，从而使两者学习掌

握到很多彼此领域相关的知识，为落地开展协同育人添加长足动力，同时鼓励自身始终坚持“多学习、

勤感悟”，争取将所学知识尽快、尽早地运用到工作实践之中。 

4.2. 大力丰富课堂内外和就业创业活动 

丰富大学生课堂内外和就业创业活动，打破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在时间与空间的错配隔阂，发挥两

支队伍不同优势，构建起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的工作实践体系。立足第一课堂，辅导员定期听

课、参与学习通 APP 教学讨论等，互动教学成果；补齐第二课堂，专业课教师带队参加挑战杯等学生竞

赛活动，融合课堂内外。 
1) 立足第一课堂，互动教学成果 
教学是高校教育的使命，第一课堂是履行教学的主阵地。我们要立足第一课堂，互动教学成果，简

而言之，就是辅导员要配合好专业课教师做好第一课堂工作。在课程思政上，辅导员充分发挥自身思想

政治教育优势，积极协助专业课教师深挖专业课程里蕴含的思政内容。专业课教师应发挥其学科专业优

势，在“深”“精”上下功夫，把深刻抽象的专业知识讲清楚讲透彻的同时，也要灌输进去潜移默化的

思政教育理念，持续增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不断坚定“四个自信”。课堂教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并非一首由专业课教师自行

完成的“独奏曲”，而应当协同辅导员一起，谱写出闪耀着思政光芒的“协奏曲”。同理辅导员也应注

重自身特长优势的发挥，做好“情”“义”这两篇文章，做到“以情感人、以义化人”，始终将饱满的

情绪注入课堂教学过程，融汇高度(思想性)、深度(理论性)、温度(情感性)三位一体于思政课的课堂教学。 
同时在劳动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形势与政策等课程讲授过程中，点滴灌输理想信

念教育，鼓励学生既有仰望星空的理想追求，又有脚踏实地做事心态。在信息互联互通上，为辅导员和

专业课教师提供固定交流场所，建立网络线上共享平台和相关制度规定，例如季度座谈会、每月经验分

享会、每周沙龙例会等。既方便辅导员通过不定期深入寝室和定期进入课堂相结合，动态跟进学生对于

课程的意见建议，并进行合理反馈，辅助专业课教师改进教学方法等；又方便专业课教师通过课堂表现，

及时告知辅导员有关学生上课考勤、学习动态等，全面有效掌握学生个人状况。以上述办法为基础，畅

通教学成果反馈，打通思政工作和专业教育的中空层，实现教学质量的提升、思政教育的入脑入心。 
2) 补齐第二课堂，融合课堂内外 
从某种程度上看，除开课题教学之外的育人活动，都可以视为第二课堂。第二课堂包罗万象，有社

会实践活动，也有校园各类社团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其本身也承载着思政育人功能，是全过程育人

的有益补充，对于学生成长成才、综合能力素质提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过往学生工作实践得出，

“第二课堂”的教育主体基本上是以辅导员为主，高校专业课教师几乎很少参与其中。而从“第二课堂”

的重要性出发，应依托两支队伍协同联动的“第二课堂”育人平台，既结合高校专业课教师的学科特性

优势，又注重施展辅导员长期在“第二课堂”专业技能，协同打造出“耳濡目染”式育人效果。 
因此需要补齐第二课堂，融合课堂内外，共同推动辅导员和专业课教师育人，延伸和延续好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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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育人成效。特别是在当前后疫情时代，各类竞争加剧，内卷化现象严重，如果仅凭专业课成绩，不注

重第二课堂建设，恐难以适应社会需要，不利于学生自身综合发展。为此，在第二课堂中，专业课教师

也应积极参与，利用专业知识优势，与辅导员一起做好各类活动育人，为学生前行道路提供专业知识保

证。比如，在“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上，辅导员根据学生特性，为项目团队物色优秀学生和加

大宣传力度，专业课教师组织学生积极参赛，为参赛团队项目保驾护航。二者同心协力，贯穿融合起课

堂内外，构建起一支横跨学院、横跨专业、横跨年级的高质量参赛团队，在各类型的实践活动中锻造出

育人成果。 

4.3. 全力塑造“三全育人”格局 

塑造“三全育人”格局，既要积极找到二者在教学与实践活动中的平衡点和关键点，又要及时总结

提炼前行路上形成的经验做法，并以制度化、平台化的形式，贯穿于彼此工作内容和育人载体之中。 
1) 提升就业质量，锻造人才培养合力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要把选拔、招生、教育、培养、就业形成闭环[3]。在新时代高教体系改革的

背景之下，愈发凸显就业质量与专业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专业建设既要注意招生“入口”，也要重视就

业“出口”工作。尤其是毕业去向落实率低的专业，未来将面临撤销裁并危险，也将对学校带来新增专

业严控的限制。由此，提升就业质量，锻造人才培养合力，是不容辅导员和专业课教师忽视的事情。经

询问调查，省内大多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是由专职辅导员兼任，班主任协助年级辅导员，其余专业课教

师参与意愿和参与度不强。综合专业建设与就业质量的关系，进一步认识到两者深度绑定关系，都要求

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分工协作、双管齐下。在实践中，辅导员依托自身对职业规划的认识，结合学生性

格特点，为学生在职业道路选择、简历优化设计和面试方法等上提供科学合理指导；专业课教师处于专

业发展前沿，了解专业竞争点、行业动态和学科发展前景，通过学生就业情况，反向修订完善人才培养

方案，从而有利于推进专业建设更上一个台阶，实现就业与专业双向良性互动。 
2) 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塑造“三全育人”氛围 
辅导员主要精力集中在日常事务性工作上，专业课教师则在教学、科研论文和职称评定上投入较多

精力，这客观上导致二者协同育人标准路径较少。而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塑造“三全育人”氛围无疑是

应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此外，科学合理的制度，离不开切实有效的配套措施，比如通过建立学院内

部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就可能影响学生思想动态的社会热点、舆情焦点等方面，共同“协商”并形成有

效工作预案和思政嵌入的措施。密切彼此间信息沟通的同时，有效充分发挥两支队伍的优势互补作用，

最终锻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性、联动性和整体性属性功能。秉承协同育人的教育理念，一体化改革

思政协同育人体制机制，优化完善教学方法和教学话语，紧紧抓牢服务大学生成长成才需求这一学生工

作的“牛鼻子”，形成协同育人效应和“德育共同体”这一概念落地，从而为大学生“指好路子”、“系

好扣子”。 
具体而言，引入 360 度考评方法，细化二者考核指标，从多维度、多层次规范衡量好协同育人成效。

首先在制度层面上，明确二者各自协同育人中的职责使命，定期界定彼此工作量，落实考核效果反馈；

其次在考核结果兑现上，针对协同育人成果，第一时间予以兑现，比如学生在参加“挑战杯”比赛获奖

后，对参与其中的辅导员给予同等于专业课教师的适当奖励；最后在塑造“三全育人”氛围上，要克服

传统思维固化观念，将其转变为高位嫁接、高位联动，抓住各种机会去创造协同育人条件。以专业课中

的思政教育为例，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不仅能一同构思、相互启发，也能结合课堂之外的各类活动，丰

富思政理念的传播载体，摆脱单一满堂灌说教，提升思政协同育人效果。改进教学方法上，摒弃“大水

漫灌”式的教学方法，彻底转向“精准滴灌”，不断满足学生个性化、差异化的成长诉求。建立独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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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教学话语体系，将过往宏大叙事的话语惯例，慢慢转向充满情感温度、引人感同身受的教学话语，

把思政感和有趣性点滴浸进专业课教学里。 

5. 结语 

高校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作，需要充分利用各类抓手，优化协同

育人路径，不断强化应用导向，才能取得协同育人丰硕成果。最后，因研究时间和本人经验水平所限，

本次协同育人新模式研究仅是初步的尝试，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也并未穷尽辅导员与

专业教师协同育人的所有内容。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中，自己也将会充分利用工作实践经历，持续关注

二者协同育人路径工作，不断深化高校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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