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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兼职辅导员作为辅导员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时代下加强和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能力的主力军。

在读研究生担任兼职辅导员有工作热情高、主动性强、双重身份利于沟通、工作信息渠道交流渠道畅通

以及接受新事物能力及创新能力强等优势，但也存在管理经验不足、学工矛盾突出、工作缺乏连续性、

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本文通过对高校研究生担任兼职辅导员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几点建议，对提

高兼职辅导员的工作能力，提升辅导员队伍的整体水平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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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structor team, part-time counselor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bility in the new era. Graduate stu-
dents as part-time instructors have high work enthusiasm, initiative and double identity work for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the ability to accept new things and 
the advantages of strong innovation ability,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management experience, outstand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workers, lack of conti-
nuity of work and imperfect incentive mechan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post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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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tes serving as part-time counsel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
tions to improve the working ability of part-time counselors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level of 
counse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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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高校持续扩招，特别是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工作形势

严峻，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升学，在校研究生人数逐年增多，导致高校辅导员需求上涨。按照《普通高等

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高校应以 1:200 的比例配备辅导员，很多高校往往达不到这个要求。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大学生

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至关重要，同时该意见也说明了高校辅导员的重要性

[1]。为了更好地做好学生日常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在读

研究生作为大学校园里最主要的人力资源，成为辅导员队伍中的重要补充力量。目前，兼职辅导员已成

为辅导员队伍中一个重要部分。探索兼职辅导员的长效机制，既可以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困境，又可以

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能力，也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然而，兼职辅导员由于是学生，既要承担学业还要兼任辅导员工作，在学生教育中会产生诸多问题

和心理负担，工作和学习之间很难达到平衡，面临极大的压力和挑战。目前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多基于表

象，提出问题展开分析，很少深入研究提出对策。本文基于自身实际经历，以湖北大学为例，对以上问

题展开研究和探讨，从高校和个人两个层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2. 高校研究生兼任辅导员的优越性 

2.1. 工作热情高、主动性强 

研究生兼职辅导员一般都是从品学兼优、素质优良的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可以说是同龄学生中的佼

佼者，从政治素养、思想品格、综合能力各方面来说都很优秀。担任兼职辅导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充

实自己、锻炼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帮助学生解决困难，

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而他们在教导别人的同时自身也受到了教育，有助于完善人格，同时也弥补了自

身缺陷和不足，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兼职辅导员工作对他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2. 双重身份、易于沟通 

通常来说，研究生兼职辅导员都是在本学院中选拔出来的，这就使他们本身就能适应学院的管理办

法和工作制度，同时他们本身就是大学生中的一员，更容易融入大学生群体，能够做到无障碍沟通，能

从学生的角度思考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也能从兼职辅导员的角度出发去解决问题，以

一种更轻松的方式与学生交流，学生更易于接受建议。兼职辅导员与学生接触密切，所以更能及时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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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动向，防微杜渐，遇到问题及时解决[2]。学生日常工作管理涉及学生学习、生活、工作、情感等各

个方面，兼职辅导员的身份使得自己能够与学生之间建立更深切的交流，从而有利于开展工作。 

2.3. 工作信息渠道畅通 

掌握有效的信息渠道是与学生交流的关键，也是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条件。研究生兼职辅

导员一般都是学生，入住学生宿舍，与学生近距离接触，更能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一般情况下，

学业困惑、情感问题人们更喜欢跟同龄人沟通，所以兼职辅导员能及时了解学生情况，思学生所思、想

学生所想，这种无障碍地交流方式有助于兼职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奖学金、助学金的评选

工作中，兼职辅导员由于更了解学生的情况，也能给出客公正观的评论。 

2.4. 接受能力和创新能力强 

现在的大学生几乎都是 95 后、00 后，他们青春阳光、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期待，对新事物有强

烈的好奇心、愿意接受也主动学习新事物，研究生兼职辅导员热衷于利于网络等现代工具开展工作，打

破了以往面对面谈话、开会这种低效、费时的沟通方式。由于都是初次担任兼职辅导员，没有经过培训，

也没有相关经验，思想更开阔，不易被固化，能站在学生的角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问题提出自己的见

解，采用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大学生是网络发展的主力军，兼职辅导员能够利用好新技术、充分利用

网络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工作模式[3]。 

3. 高校研究生兼任辅导员的问题和困境 

3.1. 管理经验不足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学生思想越来越活跃，思想教

育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新形势对辅导员工作有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高校辅导员不论是

在理论知识还是工作经验、工作能力方面都必须具有专业性，才能担任这项工作。专职辅导员一般都有

工作经验，长时间的工作积累，使他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也在实践中总结出实

用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思路，处理各种问题得心应手。兼职辅导员虽然之前曾担任过学生干部，但是缺乏

系统的工作培训，大多都不是思政专业和管理专业的学生，阅历较浅，缺乏管理工作经验，心理不成熟，

在实际开展工作中遇到问题就会手忙脚乱，力不从心。 

3.2. 学习工作冲突 

一般来说，学校的专职辅导员都是学校在岗教职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完成日常工作，包括日常

管理、就业指导、思想教育、心理辅导等。由于兼职辅导员的双重身份，他们面对的不仅有学业，还有

繁杂的工作。本质上来说，他们还是学生，首先要完成学习课程和科研工作，研一满满当当的学业课程、

研二研三的实习、论文、科研已是压力巨大。但是也要抽出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学生这些工作，学工矛盾

突出，平衡学习和工作是兼职辅导员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长此以往，不

仅会对工作心生抱怨，产生消极心理，也不能在学业上有所建树。 

3.3. 工作缺乏延续性 

兼职辅导员一般都有固定的任职期限，常规聘期为一年，每年开学时从低年级的研究生中选拔，这

就导致兼职辅导员工作的流动性。辅导员工作能力的培养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连续的能力培养的过程，

稳定性和延续性对辅导员工作的顺利进行显而易见。每年都要选拔出新的兼职辅导员，有的选拔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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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是同级甚至同班的同学，就会导致兼职辅导员威信不高，学生对其认同感较低，工作难以开展。 

3.4. 激励考核机制不完善 

总体来说，高校对研究生担任兼职辅导员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激励措施，仅仅是工作报酬和工作聘书，

激励方式单一且缺乏创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行为由需求产生动机，满足自我需要。

高校需要兼职辅导员从事辅导员日常工作，就必须考虑兼职辅导员的需求，才能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企

业实施有效的激励手段，才能统一个人与集体的利益，达到双赢。高校对于兼职辅导员的任用也应如此。

同时，还存在考核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以湖北大学为例，考核形式单一、考核主体单一，仅仅是学校思

政部领导考核，考核方式为述职报告形式。激励机制、考核机制不完善也会导致工作者产生惰性，滋生

每天“摸鱼”的懈怠心理，工作能力不足，工作态度不端，何谈建设高水平的辅导员队伍？ 

4. 高校研究生兼任辅导员的建议和对策 

4.1. 高校层面 

4.1.1. 严格选任机制，保障队伍水平 
确立严格的研究生选任兼职辅导员机制。辅导员的工作对象是学生，最主要的就是做好“人”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特殊的要求也决定了兼职辅导员的选聘机制与一般的选聘不同。应聘者要具备一定的

思想政治文化理论，保证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应有良好的思想品格。学校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兼职辅

导员选聘办法》，通过采取学院领导推荐和公开招聘的方式，使用笔试、面试、考察三个阶段为辅导员

队伍选取思想信念坚定、思想道德高尚、思想作风优良、擅长做学生工作的乐于奉献的高素质人才。此

外，高校在本科期间就应从推免攻读硕士的学生中选出政治觉悟高的学生骨干在研究生期间担任兼职辅

导员，做好兼职辅导员培养的预备役工作。表现优秀的学生兼职辅导员在学校招聘专职辅导员时有优先

权，这不仅缓解专职辅导员力量不足的困境，还为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储备干部。 

4.1.2. 加强岗位培训，优化培养途径 
研究生担任兼职辅导员需要进行岗位培训，一是为了让兼职辅导员了解学生日常工作管理模式，更

好的融入岗位。二是为了提高完善他们的管理能力，避免工作时无从下手。鉴于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学生

身份，资历尚浅、经验不足，如果在工作之前没有系统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培训，在接手学生工作时

就会手忙脚乱，面对突发事件不知所措，导致思政教育无法进行，阻碍工作顺利开展。因此，高校必须

建立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岗前培训制度，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不仅如此，培训内容还应顺应时代趋势，

紧跟时势，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完善，使得工作特点、工作模式与学生思想相适应[4]。岗位培训的内

容不仅涉及到管理知识、还要有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使兼职辅导员们在心理、思想、管理上

齐头并进。不断学习思想政治知识，牢牢把握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另外在培训上多增加一些辅导员工作技巧培训课程，最好能结合学生案例分析，使兼职辅导员清晰

的把我自身定位，快速的掌握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4.1.3. 建立考核机制，完善考核体系 
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实行绩效考核，科学系统的考核机制能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高校也应建

立健全研究生兼职辅导员考核机制，每学期对兼职辅导员进行一次考核，不仅考核其工作绩效，还考核

工作能力、工作态度，考核应具有针对性，只适用于兼职辅导员。考核内容包括个人思想素质、工作内

容、工作成效还有自身的学业水平，考核指标应包括定性和定量指标，考核主体应是多方面的，不仅包

括校思政部领导，还应包括辅导员老师以及学生，采用 360 考核法，建立全方位的考核体系。高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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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和学院要求制定《兼职辅导员考核办法》，开展考核工作，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奖励，同时也将

考核结果作为下期岗位培训的依据。 

4.1.4. 完善激励措施，提升业务能力 
领导肯定是兼职辅导员工作的一大动力。高校教育以人为本，对于担任兼职辅导员的研究生更应慎

重对待，给予合理的帮助措施。首先，领导应该在生活中多关心和照顾兼职辅导员，了解他们的需求，

为他们排忧解难，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其次，积极引导他们利用自身优势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创建

师生和谐的沟通渠道。再次，提高兼职辅导员的各项待遇，比如薪酬、评优评先方面。最后，对于想从

事辅导员工作的兼职辅导员同学，可以考虑给出专项名额，在学校招聘时优先推荐或者推荐其到别的高

校。毕业后想从事其他工作的同学，学校可写推荐信，择优推荐到相关企事业单位。 

4.2. 个人层面 

4.2.1. 加强能力培训、提升职业素养 
兼职辅导员需正确看待自己的双重身份，并对辅导员工作建立职业认同感，要认为自己的工作有价

值、有意义，能从中找到乐趣。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兼职”，当成专职对待，全心全力，尽职尽责。

另外要认识到，个人能力的提升不仅来源于书本，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实践。多向有经验、有能力的辅导

员老师请教，遇到问题沉着冷静，客观对待，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不要畏首畏尾，要勇于担责，学

会举一反三，以实际案例育人。在与学生和老师的沟通中学习交流技巧和处事方式，不断改进工作方法，

提升工作能力。 

4.2.2. 合理规划时间，协调学工关系 
兼职辅导员要学会平衡工作和学习，既要合理化规划时间，又要用学促行，以行践学，实现双赢。

一方面，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实际情况，制定出时间表，如果出现突发问题，合理调整计划，保证工

作做好的同时学习也稳步提升，努力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另一方面，将权力下放，在实际工作中培养

自己的“左膀右臂”[5]。注重与学生干部如研究生会主席和党建学生干部的配合，兼职辅导员的工作大

多都是日常管理，比较琐碎，与学生干部通力合作能减轻兼职辅导员的重担、也能快速的完成工作。 

5. 结语 

研究生兼职辅导员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领头羊、排头兵。培养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研究生担任兼

职辅导员不仅是为了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新时代下高校做好研究生学生工作的必然趋势

与要求，高校应充分认识兼职辅导员在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研究生兼职辅导员长效

机制，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夯实的地基，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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