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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建设中出现了政治标准弱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角色错位导致高校辅导员
对自身职业的政治功能模糊化、内外部环境功利性导向易使辅导员职业精神迷失、低入职门槛弱化了辅导员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和引领力等。因此要从以政治标准加强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建设，改变行政化导向，严把辅导员

职业准入关等方面来强化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职责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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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治队伍中的骨干
力量。重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把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落到实

处，是 “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的迫切要求。高

校辅导员不仅仅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

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更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道者。

立足新时代，以政治标准加强高校辅导员职业能

力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体

现。如何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

神，建设和发挥好这支特殊队伍的积极作用，提

升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

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

一、政治使命是高校辅导员制度诞生

和发展的核心要素

　　通过文件查阅和梳理，本文发现辅导员制
度和队伍发展从无到有并且发展壮大主要是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性质决定，为确保高校

培养人才目标的实现和正确政治方向发挥了不

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梳理和归纳，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产生和

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思想政治性是高校辅导员职业的本质

特征

　　认真分析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发展的历
史，不难发现它的发展脉络始终是由国家为主

导，自上而下的政治方向要求决定的，与国家

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辅导员从诞生起，就有

明确的身份，即高校的政工干部，其重要使命

就是按规定完成组织交给的政治任务。经过文

革时期，辅导员职业方向向学生事务转化，其

政治性有弱化的倾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

社会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辅导员职业的发展变

化。但不管其是政工干部的 “政治辅导员”，

还是现在的 “双重身份”教师，其思想政治根

本性特征是非常明确的，即辅导员队伍是一支

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思想政治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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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因此辅导员必备的首要条件是中共党员并

且具有高政治素养，首要任务是做好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

干力量。

（二）强政治能力的复合型辅导员是辅导员

职业的时代特征

　　高校设立辅导员最初是由我党军事大学设
置政治指导员制度演变而来，新中国成立后，

政治辅导员因高校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应运而

生，目的是确保教育为政治服务，按规定完成

组织交给的政治任务。这个阶段对政治辅导员

的职业能力要求是思想政治素质高、有文化基

础和有革命战斗经验的党员，政治素质和政治

工作能力是首要的。

文革结束后，对辅导员的要求开始出现政

治和业务双重要求，随着国际国内社会形势和

学生思想状况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对辅导员的

职业能力要求变得日益丰富起来，辅导员的

“双重身份”就是这种要求的产物， “双重身

份”的职业定位决定辅导员必须具备所有有关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和服务的以政治能

力为核心的复合型职业能力，强调辅导员向职

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最终在２０１４年３月出
台了 《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 （暂

行）》，第一次专门用文件的形式明确辅导员的

职业能力标准，并写入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１日发布
的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教

育部第４３号令）中。

（三）专职为主兼职为辅是辅导员职业的结

构性特征

　　大学正式实行辅导员制度始于１９５３年清华
大学，主要选用高年级优秀的学生担任辅导员，

采用兼职的方式 “半脱产”地做大学生的思想

政治工作。１９６１年 《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

例》开始规定设立专职辅导员，１９６４年中央批
复的教育部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政治工作和建

设政治工作机构试点问题的报告》中规定配备

比为１００名学生配备１名政治工作干部，２００５
年教育部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

建设的意见》（教社政 ［２００５］２号）则明确规
定高校辅导员应以专职为主、专兼结合进行配

备，每个院 （系）的每个年级应当设专职辅导

员，其中专职辅导员总体上配备比例为１：２００。
２００６年的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

定》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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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辅导员的配备应专职为主、专兼

结合，每个院 （系）的每个年级应当设专职辅

导员”；到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公布了 《普通高等学

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的修订情况，提出

“在核定的编制总额内全校专职辅导员数不得少

于辅导员总数的 ７０％”。在 《普通高等学校辅

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教育部第４３号令）中再
次强调 “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配备原则，

并需要足额配备到位。

二、政治能力在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

建设中弱化原因分析

　　高校建立辅导员制度作为我国高校一项独
特的制度设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开展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

用，确保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办学政治方向和高

校坚持党的领导。但随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

作的内外部环境复杂化、大学生群体新特点和

辅导员队伍自身的职业性质认知模糊化等，辅

导员队伍建设中出现了政治标准弱化现象，分

析其影响因素和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角色错位导致高校辅导员对自身职业

的政治属性模糊化

　　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提升大学生思
想政治素质是高校辅导员职业的核心功能，这

是辅导员制度设计所赋予的核心功能定位，也

是高校辅导员职业存在的价值体现和 “立身之

本”。然而在实际角色扮演中，高校辅导员却成

为高校学生管理和日常事务的主要执行者，辅

导员在学生事务和管理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而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上并没有具体的

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中

都处于辅助地位。辅导员对自身价值存在的认

识也主要来自于对学生事务的管理和学校安全

稳定的维护上，比如辅导员的手机保持２４小时
畅通，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学校重大活动或

学生突发事件中辅导员战斗在一线等。取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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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职能，学生事务管理和维护学校稳

定成为辅导员的核心内容，造成辅导员对自身

职业定位不明确，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退而居

于辅助性地位。

（二）内外部环境功利性导向易使辅导员职

业精神迷失

　　职业精神是职业人将所从事职业的要求作
为自己职业的价值取向，在职业认同的基础上，

投入感情和工作热情，以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

意志力投入到职业行为当中，实现职业理想。

高校辅导员职业精神可以促进辅导员职业能力

提升的自觉性，强化职业认同，更重要的强化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然

而，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势下，很多年轻

人将辅导员岗位当作职业的跳板，更是进入高

校工作的绿色通道。目的不纯导致辅导员过于

追求自身发展的功利化，重视自己的行政职务

晋升，无暇潜心于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内化为适

合学生的教育内容和方式，缺乏职业精神，因

而忽视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辅导

员双重身份体现了国家对这支队伍的重视，目

的是想给辅导员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在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强化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

话语权。但在队伍实际建设过程中，过分强调

行政化导向，造成工作职责分工混乱、工作内

容繁杂等很多有损辅导员尊严的无奈和难堪，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支队伍政治功能的充分

发挥。

（三）低入职门槛弱化了辅导员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导性和引领力

　　鉴于高校辅导员职业自身的特殊性和职业
定位，当前我国高校辅导员准入、考核、培养、

发展、退出机制等基本是各学校另设的标准，

相对于专业教师存在较低的入职门槛，普遍存

在的通病是入职门槛偏重人为主观评价指标，

对客观硬性的政治思想道德素养和学识水平要

求较低，近亲繁殖现象严重，因而高校辅导员

在学生心目中的人格魅力和吸引力整体不如学

识水平较高的专业教师，这些实际情况直接影

响了高校辅导员在学生中的权威性和思想政治

引领力。高校出现辅导员的学历结构不尽合理，

知识能力结构单一，职业发展渠道的不规范、

不公正等，直接影响辅导员提升自身理论素养

和学识水平的动力，进而影响高校辅导员开展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对自身职

业的政治定位和价值追求。

三、以政治标准加强高校辅导员职业

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

　　高校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
一支重要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拓展选

拔视野，抓好教育培训，强化实践锻炼，健全

激励机制，整体推进，保证这支队伍后继有人、

源源不断”，为做好具有很强政治性、思想性和

针对性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夯实基础，确

保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

（一）以政治标准加强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建

设，提升辅导员政治认同和思想政治引领力

　　思想政治性始终是我国高校设立辅导员制
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辅导

员开展为学生的发展服务工作的基础和核心，

这是辅导员职业在高校存在的前提条件和价值

所在。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高校辅导

员不仅具备职业所需的宽口径知识和能力，更

重要的是为党和国家培养可靠的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和接班人，确保高校所培养人的思想正

确性和方向性。培养大学生坚定正确的理想信

念，辅导员首先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政治

水平，具有很高的政治认同以及对党的先进思

想和理论精神执行的态度、深度、力度和广度，

因此，高校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首要的就是确

保和强化辅导员的政治认同，具有坚定的理想

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提升辅导员开展大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力，将符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

和道德规范传递给大学生，获得他们的心理认

同和价值认同，并转化为外在的行动。辅导员

的职业特点、工作内容以及培养人的目标都是

为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目的而服务，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决定

了辅导员必须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必

须具备很高的政治认同，才能用坚定的政治信

仰和思想觉悟去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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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变行政化导向，引导高校辅导员立

志于思想政治教育伟大事业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３日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青年大学生 “要立志做大事，

不要立志做大官”。辅导员是高校最贴近大学

生，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生

导师，辅导员自身的事业观和价值导向决定了

这种思想政治引导的正确方向。高校在辅导员

队伍建设的制度设计中，应弱化行政化色彩，

改变当前高校辅导员片面追求行政职务晋升的

行政化导向和功利化倾向，摒弃功利主义或

“精致的利己主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事业

心。切实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

化建设，促进辅导员队伍健康长久发展。鼓励

辅导员加强自身职业能力建设，思考和规划自

身的职业生涯发展，设计好自己的职业发展方

向，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行家里手，

真正发挥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

要作用。

（三）严把辅导员职业准入关，提升辅导员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性和影响力

　　大学是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主要场所，品
德高尚、学识渊博一贯是高校选拔教师的主要

评价标准，这样的师者才能成为大学生学习的

榜样，才能得到学生的尊敬和喜爱。针对客观

存在辅导员低入职门槛的事实，完善辅导员职

业准入制度，从源头上把好辅导员素质关，是

推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重要环节。

将加强辅导员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把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育才作为辅导员从业

的基本要求，增强他们的政治自觉性和坚定性；

完善辅导员职业准入制度，制定公开、公平、

公正的聘用程序，将岗位需求、任职资格、聘

用人选等向社会公示，建立国家统一辅导员资

格考试制度和辅导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努力

提高高校辅导员队伍政治意识、职业素养和专

业水平；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强化

准入、退出管理，严格执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

制度，加强辅导员教育培训、研修基地等建设。

切实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普通高等学校

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教育部４３号文） 《高
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 （暂行）》等落到

实处，真正发挥辅导员在青年学生成长成才中

的重要作用。

因此，根据教育部４３号文和 《高等学校辅

导员职业能力标准 （暂行）》的规定，调整辅

导员分类，逐步建立以技术职称为主导的职业

等级制度，推进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树立

科学理论指导下以辅导员为本的职业发展理念

和思想政治教育需求，通过提升辅导员学术水

平和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提升辅导员在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从而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０３－１８）．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ｓｈｉｐｉｎ／２０１９／０３－１８／
ｎｅｗｓ８０７９５１ｓｈｔｍｌ

［２］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Ｎ］．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１２－０９（１）．

［３］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加强对学生政治思想教
育的领导的指示．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法令汇

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刊印 ［Ａ］，１９５０－１０－１３．
［４］教育部关于印发 《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

（暂行）》的通知 （教思政 ［２０１４］２号） ［Ａ］．
２０１４－０３－２５．

［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４３号普通高等学校辅
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教育部第 ４３号令） ［Ａ］．
２０１７－０９－２１．

［６］习近平．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ＥＢ／
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０５）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ｙｏｌｃｏｍ／ｃｏｎ
ｔｅｎｔ／２０１７－０５／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６０３１６１７ｈｔｍ

（下转第１０４页）

·５９·以政治标准加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