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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强军梦”不仅是军人的梦想，亦是我们大家的梦想。因此我们应秉承着坚定的信念，大力响应国家的

征兵号召，确保“强军梦”能够在每个人的心中澎湃。基于此，本文结合实际思考，首先简要分析了“强

军梦”视域下高职院校退役复学大学生的管理现状，其次对“强军梦”视域下高职院校退役大学生管理

问题存在原因进行阐述，最后，提出了“强军梦”视域下高校退役复学大学生管理对策。以期对教学部

门的相关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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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ong military dream” is not only the dream of soldiers, but also the dream of all of us.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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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hould uphold a firm belief and vigorously respond to the country’s call for military recruitment 
to ensure that the “strong military dream” can surge in everyone’s heart. Based on this,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thinking,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analyzes the management status of retired colleg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ong military dream”, then ex-
pounds the reasons for the management problems of retired colleg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ong military dream”,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of retired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ong military dream”, in 
order to help the relevant work of the teaching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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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高职院校内的退役复学大学生数量也随之增加。在此背景下，“强军梦”

是高校学生应具备的基本思想，高职院校学生应在“强军梦”的指引下走向军营，满足建功立业的发展

要求并达到报效祖国的根本目的。所以，目前退役复学的大学生人数不在少数，我们应加强对此方面学

生的教学管理，确保其能够在高校内健康地成长。 

2. “强军梦”视域下高职院校退役复学大学生的管理现状 

在“强军梦”视域下，各部门对高职院校内退役复学大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

在于退役复学大学生能否在校内得到更好的发展，运用合理的管控方式，使其能够健康成长以及成才。

而另一方面则为需制定严谨的征兵计划，保证每位优秀学子都能够自主走向军营，确保高职院校内的各

项征兵活动能够顺利开展，为“强军梦”做出相应贡献并提高对退役大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视，促使此项

教育管理工作能够成为每个高职院校的重要研究课题。 
通过相关调查显示，目前退役复学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相对良好。由于大部分退役复学大学生的思

想政治素养较高，具有坚定的意志，较强的学习能力以及较好的生活习惯，其不论是在军营内，还是在

高职院校内都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秉承着坚定的个人意识来开展各项工作。而在部分退役复学大学

生教育管理工作会受到外界因素影响，使管理工作难以覆盖学生的生活、学习、就业以及升学等，增加

退役复学大学生在发展环节所遇的困境[1]。 
(一) 生活方面管理现状 
退役复学大学生再次回到学校后，由于在军营中养成的生活习惯与校内其他学生的生活习惯存在

一定的差异，使其与同窗之间存在生活方面的冲突，若此时校方疏忽对退役复学大学生的管理，则会

导致其仅和具有充军经验的学生沟通，造成部分退役复学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之间存在代沟，出现“玩

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甚至没共同话题等现象。长此以往，则会导致退役复学大学生产生孤僻心理，

增加退役复学大学生的管理难度，使其出现排斥校园环境等问题，增加自我封闭等不良问题的出现[2]。 
(二) 学习方面管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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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内的专业课程主要以理论知识为主，部队中的课程表现形式则为实践。由于教学模式的不

同，导致退役复学大学生的基础知识结构与当前的知识结构出现差异，更易发生知识体系的断层问题。

当学生从军营回到课堂生活中，其会感到生疏，专业知识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无法及时跟上教学进度，

出现理论成绩较差等问题，增加其学习方面的心理压力[3]。 
(三) 价值体现方面管理现状 
由于退役复学大学生经历了两年的部队生活，其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个人优势、理论水平以及坚

韧不拔的意志能力，若教职人员缺少思政引领，则无法保证退役复学大学生的管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难以树立正确的学习以及生活态度，更难以保证退役复学大学生能够具备相应的集体荣誉感。在此基础

上，由于在校内各项优势无法展现，很难在实际课堂内发挥出作用。例如：在国防教育等相关活动中很

难看到退役复学大学生的身影，部分退役复学大学生的参与度不高，导致其无法将自身的实际价值展现

出来，增加征军等活动中的负面影响因素，使校内学生难以认识到参军入伍的实际意义，严重情况下会

造成学生对参军入伍的价值产生怀疑，使在校大学生不具备相应的积极性以及热情[4]。 

3. “强军梦”视域下高职院校退役大学生管理问题存在原因 

(一) 管理工作存在纰漏 
在“强军梦”视域下，由于征兵活动是以硬性指标的方式存在的，其不仅被列入高职院校内的考核

内容之一，更需校方给予此方面工作相应的关注，使其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在管理工作实施期

间内，每个高职院校都非常重视征兵活动，其会通过不同的推广方式动员全校学生能够参与到此活动中，

确保征兵的数量得到满足，有效提升征兵质量，从而展现出更好的征兵效果。在此背景作用下，校方通

常情况下会忽视退役复学大学生的安置工作，缺少其退役后的考虑，导致多数高职院校缺少相关激励措

施以及实质性考核政策的实施，使校内学生对征兵活动缺乏应有的热情，无法满足此项活动开展的要求。

长此以往，高职院校则会出现对退役复学大学生放任不管的现象，让退役复学大学生自行选择留存，使

其在高职院校内不受重视，增加退役复学大学生在发展环节的制约因素[5]。 
(二) 忽视复学大学生的管理 
针对全国退役复学大学生管理工作而言，退役复学大学生的总体人数相对较多，但复学的人数相对

较少。在此背景作用下，以某高职院校为例，校内聚集人数在万人以上，其中不仅包括几万名学生更包

括几百名教师，但退役复学学生的人数仅占据此群体中的 10%左右。导致退役复学大学生管理工作被忽

视，主要原因在于退役复学大学生总人数较少，很难保证教学人员在第一时间内重视到，从而造成高职

院校疏忽对退役复学大学生的教育，未及时设置具有针对性的课程以及实践项目。 
(三) 管理工作涉及范围狭隘 
由于退役复学大学生长期受到军营内规章制度的管束，已经习惯军营中的生活，在进入高职院校时

需要较长的过渡时间，若管理人员没有拓宽管辖范围，则会导致退役复学大学生难以主动地去适应校园

环境、校园生活。增加在退役复学大学生角色转变环节的阻碍，仍将自己规划在“战友”队列，使退役

复学大学生无法及时融入到普通大学生的交际圈，不适应大学生的正常生活，从而造成退役复学大学生

出现孤僻的心理问题，无法融入集体内，增加学习、生活以及就业方面的制约因素，更无法展现自身特

色、优势，严重制约了退役复学大学生在高校内的发展。 

4. “强军梦”视域下高校退役复学大学生管理对策 

(一) 健全教育管理体系 
站在“强军梦”视域下分析，高职院校应加强对退役复学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关注，增设相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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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分管组织，在学校领导人员的带领下，为校内学生会分配任务，设置班级组长为领导，充分发挥出相

关职能部门的作用，保证负责人员能够对退役复学大学生的管理工作负责，根据教学部门的具体要求来

设置校内武装部门作为主导部门，执行各方面工作。首先此机构的主要职责在于帮助退役复学大学生解

决生活及学习环节所遇的问题，让其能够展现出自身的发展优势以及个人特色，若存在同区域的武装部、

民政局，则可增加各部门之间的交流，设置相应的教学计划辅助部门，维护退役复学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其次，需制定严谨的退役复学大学生管理制度，通过单独管理的方式，使教学人员能对每位退役复学大

学生给予相应得到重视，保证每位大学生都能在高职院校内找到自身的价值。若其疏忽对自身发展的考

虑，则由教学人员进行引领，将人才塑造被纳入教育管理工作内，这样可拉近高职院校与各二级学院之

间的关联，促使教学管理人员相关职能可以充分发挥，保证考核机制的设置完整性。在此基础上，由负责

人将考核结果与考量指标进行比较，设置专门负责人员，严抓职能部门、二级学院并提高教学管理人员、

辅导员以及大学生工作管理人员的个人意识，确定教育管理工作有核心，使相关条例规定成为退役复

学大学生的管理支撑，从而保证各单位管理人员的分工明确，运用合作的方式保证工作机制的完整应用。 
(二) 重视退役复学大学生管理 
就目前退役复学大学生而言，由于其在军营内的生活时间较久，若直接过渡到校园生活则会很难适

应，导致退役复学大学生在高职院校内缺少主动性，制约学生的全面发展并增加退役复学大学生在生活

方面、学习方面以及就业方面的影响因素。因此，高职院校为避免此问题频发，需重视退役复学大学生

管理，提高对此部分工作的管理力度，了解管理问题频发原因并制定合理的解决措施，以保证退役复学

大学生能够在校内得到更好的发展。 
1、生活管理 
根据退役复学大学生的自我优势，增加网络设备在教学管理环节的应用，使退役复学大学生通过网

络环境，掌握自身对应的发展渠道，其在社会内充当自己所喜爱的角色。首先，教学人员应重视退役复

学大学生生活管理服务的指导，管理学生在校内的起居、饮食等。通过对学生退伍安置以及入伍等方面

的管理，使退役复学大学生可以完成过渡工作，适应校园生活以及学习环境，实现角色的转型。其次，

应增加退役复学大学生在生活环节的经费管理，将所需经费纳入校内预算，使资金用作于征集、走访、

政审、体检以及退役复学大学生的管理及培训工作中，确保宣传部、监察室、财务处以及其他部门都能

充当好管理者的角色。协调学生校内学习活动一家生活，维护校园秩序，顺应退役复学大学生管理章程

并加强师生互动管理，拉进退役复学大学生与同窗之间的关系，以辅助退役复学大学生管理工作的执行。

其次，为优秀的退役复学大学生设置知识讲座，让其在校园内为其他学生宣讲转型经验以及个人心得。

这样可通过校内师生的共同努力，保证退役复学大学生的心理疏导工作顺利开展。最后，可邀请心理咨

询师、专家以及相关教授，实现对退役复学大学生心理方面的引导及管理，使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适应

大学生活，有效缓解其学习压力，在高职院校内更好地生活及成长。 
2、学习管理 
目前，高职院校专业课程内容相对复杂，使退役复学大学生学习压力增加，站在管理工作的角度分

析，需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完成学习方面的管理工作。而退役复学大学生基础知识相对不足，相

关学业相对薄弱。因此，应增加对学生之间差异性的管理，掌握其和普通学生之间的学习进度的差异。

高职院校应设置专门的课程管理计划，通过学校以及领导人员的走访、组织培训等方式，有效缓解退役

复学大学生的学习困境，保证其能够跟上课堂进度，顺利地完成学业。 
例如：在课堂学习结束后，周末以及节假日，让教师不定期的对退役复学大学生进行培训，或邀请

成绩优异的学生在课外时间对其进行辅导，以此管理方式，避免占据退役复学大学生过多的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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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团干部、班级领导以及辅导员的帮助下来设置专门辅导课堂，补充学生学业薄弱地带，这样方可结

合其实际学习状况，制定相应的教学辅助计划，秉承着灵活性、坚持性的基本原则，为退役复学大学生

制定奖励计划，给予相应学分给予补偿，从而在帮助退役复学大学生完成学业的同时，提高校内其他学

生的专业水平，确保其能够具备良好的专业成绩。 
3、就业管理 
每个高职院校对自身的升学率、就业率要求都很高，因此，校内领导人员在及就业管理工作中，更

注重退役复学大学生的就业率以及升学率，实现对就业问题的管理。首先，高校管理人员应贯彻落实相

关政策，通过实践的方式，实现对大学生全方面的引导，保证其具备较强的知识能力以及时间能力，为

退役复学大学生设置相应的报考计划，通过拟报的形式完成上述工作，保证其能够加深对每个学校的了

解，确保升学率得到相应的提高。 
其次，高职院校领导人员应重视部分有就业愿望的退役复学大学生，做好企业推荐以及就业指导工

作。例如：组织开展专家研讨会，让退役复学大学生了解各个企业的发展现状，实现对退役复学大学生

就业的指导，搭建校园与企业之间的互通平台，保证每位学生都能具备就业机会并在此基础上扩大指导

范围，增加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作，满足企业与校园之间的沟通要求。如：举办校内研讨会，企业招聘

会等，通过此方式，保证退役复学大学生能够掌握就业环节所需具备的条件，避免在其实际应聘环节出

现紧张、恐惧心理。 
(三) 拓宽管理工作涉及范围 
1、设置专门管理组织 
为简化高职院校退役复学大学生教育管理流程，应组织退役复学大学生成立相关协会、俱乐部等具

有团体特色的独立组织，完成对退役复学大学生的管理，使校内退役复学大学生能够集中在一起，增加

相关经费的投入并在校内领导的带领下开展宣传讲会、探讨会等，使学生能够回想在军营内的往事，通

过交流的形式，提高复学行动的执行效率，让退役复学大学生义务为即将服役学生讲解部队内的条例并

执行入伍政策。这样一来，可保证在职学生能够掌握军营生活，让退役复学大学生展现出自身的优势以

及个人价值，以获得更多的尊重，使其在校内得到全面的发展。 
2、创设发展管理平台 
由于退役复学大学生具有更强的个人优势，在退役复学大学生管理工作中，教师更应注意到此点，

执行人才重用计划。首先，高职院校在教学工作执行前期应考虑到此方面问题，遵从学生的个人意愿，

构建出可供人才表现的平台，展现出其个人优势、价值以及特色。这样可保证学生在教学生活中进行锻

炼，运用实践的方式获得校内全体师生的认可。 
退役复学大学生曾在部队中生活两年，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丰富的政治知识以及较强的实践能力。

因此，在思政教育领域内应加强对退役复学大学生的学习管理，引导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掌握，让学生善

于表现自己，实现对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同时，可让退役复学大学生协助教师开展思政教育领域

的工作，让其在课堂内分享自身思政教育经验，开展多元化的教育课堂，转换原有的教学模式，运用立

体化、现代化的方式进行课堂教学。这样可展现出良好的教育效果，确保高校内部学生的整体思想政治

意识能力得到提升，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通过“强军梦”来为学生奠定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确

保退役复学大学生能够在课堂内获得表现机会。 
将退役复学大学生规划为高职院校内国防教育的助手。因为每位退役复学大学生都具备国防意识、

国防理念以及相关技能，全员的身体素质能力较强，可被校方规划为国防教育实施环节的优质资源。此

时校方应为退役复学大学创设国防教育平台，保证此部分学生能够参与到国防教育事件活动中，与普通

在校生分享实践经验，展现出良好的训练成果。例如：在新生军训环节，可让退役复学大学担任副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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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有效打破大学生征兵工作中的困境，让其能够充分发挥出“助手”作用，在军训活动开展的背景

下，为其他学生讲述自己的参军经历以及军营内的艰辛，使退役复学大学能够为“强军梦”做出相应的

贡献，促使高职院校内的征兵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为执行高职院校退役复学大学生管理计划，应站在“强军梦”视域下进行分析，掌握目

前退役学生的发展现状，使其带有的强军理想能够在校内得到弘扬，加强对退役大学生心里变化的重视，

在最大程度内拉进退役大学生与普通高职院校学生之间的距离，让其能够在学校这一大课堂内共同监督、

相互促进，有利于教学部门的大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进而保证退役复学大学生能够在高职院校内得到

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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