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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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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困难、

新挑战进行分析 ,指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从思想重视、准入机制、

考核奖惩、培训汰转、经费保障等方面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几点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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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 6月 24日 ,教育部和国家计委联合宣

布 , 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从上年的 108万人扩大

到 156万人 ,招生规模比上年增长 45% ,从此连续

8年 ,我国高校一再扩招 ,到 2006年 ,我国高校招

生总数达到 530万人 ,全国高校在校生数量达到

2100多万人。扩招使一大批高中生圆了大学梦 ,

高校也进入了快速繁荣发展的特殊阶段 ,但是 ,这

也让高校面临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其中就包括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问题。

一、高校辅导员工作的任务与要求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实行的是

精英教育 ,在精英教育模式下 ,大学生一旦进入高

校 ,就成为“国家干部 ”,他们完全按照党和国家的

要求选读专业 ,辅导员主要负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与日常管理。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今

天 ,高校辅导员工作的任务与内容大大扩展了。

第一、高校辅导员要负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辅导员要帮

助大学生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

坚定信念。要积极引导学生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 ,

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确

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辅导员要组织、协调班

主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等共同做好大学生经常

性的思想政治工作 ,要在学生中间开展形式多样的

教育活动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第二、高校辅导员要负责大学生的日常教育管

理 ,维护社会和学校稳定。辅导员要指导学生党支

部、团支部和班委会等学生干部组织的建设 ,做好

学生骨干培养工作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要在大学生中经常性地开展谈心活动 ,引导学生养

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

品格。要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处理好学习成才、择

业交友、健康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加强学生的

日常管理。高校辅导员还必须了解和掌握学生思

想政治状况 ,针对学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 ,及时

进行教育和引导 ,化解矛盾冲突 ,参与处理有关突

发事件 ,维护好社会与校园的安全和稳定。

第三、高校辅导员要负责大学生的资困助学工

作 ,帮助大学生身心和谐健康发展。辅导员必须熟

悉并落实国家和学校的资困助学政策与措施 ,组织

开展好对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有关工作 ,组织学生

参与勤工助学 ,积极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辅导员还要了解和掌握基本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的知识与技能 ,指导和帮助大学生解决学习生活

中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 ,从生活上和心理上关心帮

助学生。

第四、高校辅导员要负责大学生的毕业就业工

作 ,指导学生的职业与人生规划。辅导员要了解国

家和学校的就业政策与工作程序 ,积极开展就业指

导和服务工作 ,为学生提供高效优质的就业指导和

信息服务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要积极

主动关注社会环境与所带学生所学专业相关的产

业、行业及主要单位的情况 ,结合学生实际给予学

生职业规划乃至人生规划以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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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形势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面

临的问题
第一、不少高校对辅导员队伍建设思想认识不

够统一和重视。不少高校还没有真正重视并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意见 》和《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文

件精神 ;没有落实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要把辅导

员队伍建设放在与学校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同等重

要位置 ,统筹规划 ,统一领导 ”的规定。

第二、现行的高校人事管理体制与人员编制设

置办法不利于辅导员队伍建设。目前的高校人事

管理体制和人员编制设置办法过于集中与呆板 ,辅

导员的进、转、汰工作约束过多 ,愿意进辅导员队伍

的进不了 ,不适合再留在辅导员队伍的出不去 ,导

致相当多的高校在辅导员队伍的数量上没有达到

教育部“高等学校总体上要按师生比不低于 1: 200

的比例设置本、专科生一线专职辅导员岗位 ”的规

定和要求。

第三、针对辅导员队伍的考核评估机制与奖惩

办法不够科学。不少地区和高校在辅导员队伍的

考核评估上缺乏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与办法 ,没有

明确辅导员工作的内容与要求 ,造成辅导员工作

“事务化、保姆化、边缘化 ”,使得辅导员与教师和

管理岗位的同志相比工作量大却待遇偏低 ,不太受

尊重。于是相当数量的辅导员不愿意将本职工作

作为终身事业 ,时时准备转岗换岗 ,严重影响辅导

员队伍稳定。

第四、辅导员队伍培训工作急需加强 ,辅导员

队伍建设的经费投入有待落实。新形势下的辅导

员 ,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思潮辨析、心理健康

教育与咨询、党建团建工作、公寓文化建设、职业规

划指导、学业就业指导等各个方面都成为专家 ,这

就需要系统地对辅导员队伍进行培训 ,提高这支队

伍的能力与素质。另外 ,辅导员队伍的引进、考核、

表彰、奖励、等工作都需要经费的支持 ,但目前不少

地区和高校在这方面的经费投入明显不足。

三、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几点策
略设想

第一、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要真正贯彻落

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意见 》和《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

文件精神 ,重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认识到加

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要性 ,认识到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在贯彻落

实党的教育方针中的重要意义 ,认识到加强辅导员

队伍建设在维护社会稳定特别是高校稳定中的现

实意义 ,认识到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对提高个体大

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成长为满足社会需要人才的具

体意义。各级党委和行政部门要加强这方面工作

的检查与评估 ,要对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不够、措

施不得力的部门和学校进行告诫乃至处罚。杜绝

通过开会贯彻文件 ,通过转发文件落实精神 ,结果

会上来会上去 ,纸上来纸上去 ,形式主义走一场 ,误

人误事误校误国。

第二 ,要敢于创新突破 ,探索辅导员队伍建设

的人员准入新制度和新机制。就目前的普通高校

现行的人事体制来说 ,由于高校实行的是事业编制

下的劳动用工制度 ,该制度由于国家总体控编严

格 ,而且一般能进不能出 ,各普通高校为了学科建

设需要和教师队伍结构优化 ,对近期内快速扩大辅

导员队伍建设的确有一定顾虑。鉴于此 ,可否采用

“一校多制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 ? 具体说就是同

一学校的辅导员队伍 ,可以采用国家事业编制 (即

所谓的正式工编制 )、校聘合同聘用编制 (即学校

聘用的中长期合同制 )和院系合同聘用编制 (即二

级院系聘用的中短期合同制 )等几种用人体制来

解决高校扩招后短期内辅导员需要量大与辅导员

队伍编制不够 ,人员不足的问题 ? 当然不管哪种体

制下选聘的辅导员 ,都必须符合高校辅导员岗位的

基本上岗条件 ,即 :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

正 ;具备本科以上学历 ,德才兼备 ,乐于奉献 ,潜心

教书育人 ,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 ;具有相

关的学科专业背景 ,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语

言、文字表达能力 ,接受过系统的上岗培训并取得

合格证书。而且各种体制的辅导员选聘工作都要

在高等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 ,采取组织推荐和公开

招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三 ,要积极探索和构建一种有利与这支队伍

长期稳定的 ,奖优汰劣的考评奖惩机制。目前辅导

员队伍人心不稳的原因比较多 ,其中一个原因是不

少高校现行的辅导员考评办法不科学 ,造成了辅导

员队伍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甚至

存在“有人干有人看还有个别在添乱 ”的情况。事

业编制背景下辅导员的工作稳定和收入待遇相对

论资排辈 ,再加上工作考核的模糊定性不量化 ,出

现新形势下的“大锅饭 ”格局就不足为怪了。

各高校要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允许的空间 ,按照

多劳多得 ,优劳优酬 ,奖优汰劣的原则改进辅导员

工作考核奖惩办法 ,学校可以依据辅导员工作的特

点 ,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

合 ,学生考评与辅导员互相考评、学院 (系 )总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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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学校职能部门考核相结合的考评办法。考评中

既要注意辅导员个人“德 ”的考核和工作能力的考

核 ,更要注重辅导员工作“勤 ”和“绩 ”的考核。由

于辅导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是一个良心工程 ,考

核中要加大对辅导员工作精力投入即“勤 ”的考

核。辅导员工作的直接对象是学生 ,辅导员是否全

心投入了工作 ,学生满意与否是一个重要考核要

素 ,学校在设计辅导员工作考评办法时要在考评总

分中适当加大辅导员所带学生随机抽取进行无记

名打分所占的权重 ,通过学生客观评价反馈督促辅

导员努力工作。

在科学考评考核的基础上 ,要在辅导员队伍内

部建立一种按考核结果确定等次 ,根据工作考核等

次能上能下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 ,使考核等次与

辅导员的个人发展和待遇挂钩 ,使考核结果与辅导

员的进步挂钩 ,从而使考核结果真正发挥激励作

用。在这种机制下 ,积极拓展并构建优秀辅导员在

职称、职级、职务方面的通道 ,解决好优秀辅导员的

晋升、转岗、提拔问题。要让愿意终身从事辅导员

工作 ,将辅导员工作当成毕生事业的优秀辅导员在

本系列内具有评聘中级甚至高级职称 ,晋升为处级

甚至更高级别职级的机会与可能。

第四、各级政府和各高校要切实增加辅导员队

伍建设的经费投入 ,提高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作

为一名新形势下的合格的高校辅导员 ,不仅仅要会

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还必须掌握高校党务团学

方面的业务、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知

识、了解大学生助学贷款方面的业务、了解大学生

毕业就业方面的政策 ,扮演大学生学习、生活乃至

人生规划的导师。要成为一名高素质的辅导员 ,仅

仅靠辅导员的自学与经验积累肯定是远远不能适

应新形势下辅导员工作需要的 ,这就要求各级教育

主管部门和高校要划拨专门的经费 ,设计辅导员培

养方案 ,按计划系统培训辅导员队伍 ,让辅导员有

时间从日复一日的“救火队 ”和“保姆 ”事务中抽身

出来 ,提高自己的专业业务水平与工作能力 ,真正

成为辅导员工作方面的专家。

各级政府和各高校要加大对学生工作的经费

投入 ,保障辅导员工作开展的必要经费 ,改善辅导

员的工作环境与条件 ,提高辅导员经济收入 ;各级

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将辅导员队伍建设经费投入情

况作为对高校考核 ,尤其是对高校党委和领导班子

考核的重要依据。

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以及各高校思想重

视 ,制度和机制设计科学合理 ,组织人员配备到位 ,

经费投入保障有力 ,我们就一定能建立一支适应新

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

需要的辅导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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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ink ing on In structor Team Con struction in H igher Educa tion In stitution s
HUA J ie

(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After analyzing the new situation, new task, new difficulties, and new challeng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 roblem 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ructor te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giv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instructor team constru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focus, entry mechanism, exam ina2
tion, p raise and punishment, training and elim ination competition, and guaranteed funds and so on.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instructor; tea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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