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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构建和培育路径 ①

马若龙
（湖南农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高校辅导员自身职业能力的构建和提高不仅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是高
校辅导员努力提升自身水平，落实好我国“教育为本”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校辅导员必须具备过硬的政治

素养、相应的专业知识水平、良好的组织领导能力。应提高辅导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完善辅导员的培训体系，规范

辅导员的评价体系，以提升高校辅导员的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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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线工作者，更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等一系列

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显

得尤为迫切。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倡高校辅导员要向职业化、专业化发展，这一客观需要迫使高校辅导员

须尽快改变之前一些低效率的工作方式，转而向时代需要、国家需要看齐，并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形

成具有时代特征和个人特色的职业能力，提高工作水平，更好地为大学生服务，帮助他们健康成长与成

才。当前学术界对于如何形成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以及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和解

决方法等方面已有一些探讨和研究，因此笔者将对现有此类问题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以便在未来对高

校辅导员职业能力进行更深入、彻底的研究。

１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内涵的界定
１．１　职业能力的界定

对能力的定义，《辞海》解释为“掌握和运用知识技能所需的个性心理特征。一般分为一般能力与

特殊能力两类，前者指大多数活动共同需要的能力；后者指完成某项活动所需的能力”。《辞海》对职业

的解释是“今指个人服务社会并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因此，职业能力则是指个体从事某一具体

职业所具备的基本的能力，不同的职业对职业能力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综合来说，职业能力是指人们从

事某一职业所必须具备的本领，是成功从事特定职业工作所必须具备的一系列稳定性、综合性的心理

特征［１］。

１．２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界定
高校辅导员作为社会的一种特殊职业拥有其自身特点，不仅要求从业者具备普通管理者所必备的

沟通、创新及应变能力，对其自身的知识水平也有很高的要求。一方面，辅导员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

水平，能对学生进行专业辅导，从而更好地与学生交流、沟通；另一方面，在政治可靠度上对辅导员有很

高的要求，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线人员，“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身在政治上合格了

才能更好地培养、指导和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结起来，高校辅导员的职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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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其在完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和处理其他突发情况工作中所应具备的知识、

管理、应变能力。

１．３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特征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专业性。辅导员需要在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前提

下，在工作中逐渐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的专长。二是发展性。辅导员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完善和提高

自身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知识。三是整合性。辅导员不仅要具备整合各方面知识的能力，更应拥有整合

各项事宜、切实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

２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构成
２００７年教育部颁布的一系列文件标志着新一轮教改的开始，其中教育部第２４号令更特别指出，辅

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双重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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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

导员是大学生在校期间接触最为频繁的管理人员。对学生来说，辅导员不仅是良师，更是益友。因而，

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辅导员如何提升自身职业能力成为教育界人士所关注的新课题。

在高校辅导员的职业能力构成方面，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包括：韩东的职业能力三

分说，认为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分为一般能力、专业能力和核心能力三个部分；蒲清平认为其分为行业

通用能力、职业核心能力和岗位待定能力三个层次；刘莉莉等认为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应当包括思想政

治素养、专业能力、社会能力、科研及创新能力四个方面［２］。通过对以上学者研究的归纳和总结，笔者

认为高校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应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思想政治素养
高校辅导员是高校大学生直接接触的教育、管理人员，也是高校与学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因此，

高校辅导员本身应当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总体来说应符合几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有敏感的政治领

悟能力，组织观念强。作为大学生直接的管理者，高校辅导员应当拥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和严明的纪律

性，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必须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第二，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

念，能够在原则、立场上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就要求高校辅导员在发展合格的学生党员时，

要努力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要坚持在学生工作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切实做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

学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培养优秀、可靠的接班人。

２．２　专业知识水平
按照中央文件精神，高校辅导员不仅仅是管理人员，也是教学人员。大学生自进入大学起，相比高

中时代的学习已有本质的改变，其学习目的就是学好专业知识，为以后进入社会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

高校辅导员的角色与普通中学管理人员也有很大区别，普通中学的管理人员只需按部就班管好学生即

可，而高校辅导员在做好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时还需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高校教学与高中教学模式不

同，主要以学生自学为主，学生难免会碰到不懂的知识需要咨询，而辅导员是学生们最为熟悉、信赖的

人，为学生服务也是辅导员的职责所在。因此，为了能与学生更好地沟通、交流，以及为国家培育合格的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辅导员们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水平。

２．３　组织领导能力
高校辅导员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大学生，其主要工作包括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辅导、学

生日常管理、困难学生资助、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就业指导及如何创造性地开展学生工作等。高等学校

总体上要按师生比不低于ｌ∶２００的比例设置本、专科生一线专职辅导员岗位，单靠辅导员个人，工作难
以做细做实，这就需要高校辅导员具有良好的组织领导能力，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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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作用。

３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提升途径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反映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上的矛盾便是高校学生工作要求的具体化、模式化与学生发展的个性化要求不协

调。因此，高校辅导员队伍的建设要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不能死守教条、墨守成

规，要实事求是、尊重发展规律，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来提升高校辅导员的职业能力。

３．１　提升辅导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形成突出的人格魅力
高校辅导员要想使自身工作顺利开展必须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人格魅力的形成需要个人长时间的

经验积累、知识储备。首先，做学生的知心朋友，辅导员要关心、爱护自己的学生，只有真心实意对待学

生，平常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指责，学生自然会“亲其师，信其道”；其次，做学生诚信、友善的榜样，辅导

员应以身作则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待人真诚和善，办事公正平等；最后，做学生学习的表

率，辅导员应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地自我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信念，并不断培养自身创新意识，

在工作中不断探索高效的工作方式，从而保障辅导员职业能力的延续性和发展性。

３．２　完善辅导员的培训体系
高校辅导员要想进一步提升自身职业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辅导员在工作中除了日常的班级管

理，还需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就业辅导、思想政治教育辅导等工作，这要求辅导员不仅要具备相应的专

业知识水平，还要充当心理咨询师、就业顾问、人生修养导师等角色。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已建立起各

自的培训体系，但并未形成全国通用的体系架构，因此，我们要不断拓展辅导员培训渠道，努力搭建起辅

导员学术交流平台，除了对辅导员进行相应的岗前培训和岗中培训外，还要进一步为辅导员创造各种形

式的培训机会，最终形成完善的辅导员职业化培训体系。

３．３　规范辅导员的评价体系
形成一个完善的高校辅导员评价体系迫在眉睫。我们不仅要改善目前辅导员多头管理的现状，更

要建立并完善辅导员工作考评机制，实施目标激励和责任激励，建立以工作业绩为主要内容、以学生满

意度为主要指标、符合辅导员工作特点的辅导员考核评价体系［３］。同时，在原有的辅导员晋升制度上，

建立新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辅导员教师职称、职务晋升制度，让辅导员能更好地体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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