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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辅导员面临的角色新要求与能力挑战，探讨辅导员在学习、

沟通、执行、创新等方面的能力提升策略，提出切实可行的职业能力提升路径和方法，为高校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高效能辅导员队伍提供理

论参考与实践指导，推动高校学生工作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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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new role requirements and ability challenges faced by college counselo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abilities of counselors in
learning, communication, execution, innovation, and other aspects. It proposes practical and feasible
paths and methods for enhancing professional abiliti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selor te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reating a
highly efficient counselor team with strong political, professional, strict discipline, and positive work style,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ollege stud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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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学

生群体特征的多元化，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对象、工作环境、

工作方式也日益复杂化，特别是 00 后大学生群体的成长，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对高校辅导员的

工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引领的导

师、学业生活的指导者、心理健康的守护者以及职业生涯的

规划师，其职业能力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学生服务

社会的能力。

一、高校辅导员工作特性分析

（一）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的重要性

高校辅导员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光荣使命的关键力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

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教育部于 2017 年修

订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

第 43 号）对辅导员的定位是：“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

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

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1]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高校辅导员肩负着引

导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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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

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的重任。

（二）高校辅导员工作内容的复杂性

高校辅导员要负责着思想政治教育、道德品质培养、就

业指导与职业规划、心理健康辅导与咨询、学生安全管理等

多重任务，还需兼顾自身教科研工作，这就需要辅导员具备

高效的组织协调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和问题。

（三）高校辅导员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辅导员队伍作为高校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

和学生之间的纽带，既要做好服务的角色，又要拥有引路人

的风范，工作范围广泛，工作内容琐碎，这就需要这支队伍

具备多方面的才能。[2]一方面，学生群体的多样性、个性化

特点日益明显，要求辅导员具备更高的教育引导能力和服务

意识；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为辅导员

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求辅导员具备更强的信息素

养和网络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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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辅导员面临的挑战

（一）学生心理问题日益突出

高校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与成年期的过渡阶段，是学生

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3]面临着学业压力、职业选择、人际

关系等多方面的挑战和压力，他们可能会感到孤独、自卑、

无助、困惑，这些压力会导致学生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甚至

是极端行为。

（二）价值认同冲击接连显现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得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

融合更加频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和

广泛，学生对外交流的机会和接收信息、观点的途径都得到

了扩展，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信息的参差不齐，都可能使学

生在价值认同上产生困惑和冲突。

（三）学业就业压力持续加大

面对不断变化的职业需求和市场变化，由于自我管理能

力和学习方法不当等原因，高校学生表现出对未来职业发展

的不确定性和迷茫，以及对自身能力和市场需求的匹配度的

担忧，都给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四）网络安全风险不断变化

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带来了网络社交、网络游戏、网络

贷款、网络违法等含有负面属性的不利因素，也是当代大学

生面临的自制力和意志力的严峻考验，加之自身警惕性和风

险识别能力不足，导致大学生时常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

目标。

三、高校辅导员提升职业核心能力的路径

（一）提升学习力，强化个人综合素质

辅导员担负着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历史使命，要

不断学习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方法，提升自身的理论知识水

平和思想政治觉悟，引导学生在最美的青春里将个人价值的

实现融入社会责任中去。一要敏锐洞察时代脉搏，坚定不移

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不断

加强自身思想政治建设，牢记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新要求，

努力做到认识到位、格局到位、行动到位，全方位关照学生、

服务学生，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

时代青年实践工作中；二要提升自觉学习的内在驱动力，精

准把握学习需求、学习韧性与学习效能之间的动态平衡，并

灵活调整学习策略，以积极的状态不断促进自我提升与成

长；三要强化学生服务管理专业知识的学习，丰富自己的知

识结构，注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转化，提升自己的应急处突

能力和政策运用水平，成为精通学生事务的“政策通”，熟

悉学生情况的“活字典”[4]，为学生提供全面、准确、及时

的指导和帮助。

（二）提升亲和力，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辅导员与学生形成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朋友关系，

直接影响学生对老师的信任感和对学校的归属感，当辅导员

展现出对学生的关心、理解和尊重时，能够使学生在情感上

得到支持和满足，学生也会更加尊重辅导员的工作和付出，

从而积极配合学生管理的各项工作。一要学会耐心倾听学生

的问题和困扰，以建设性的方式表达对学生的期望，充分考

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和权利，建立更加

包容和平等的师生关系；二要以朋友的身份、平等的心态对

待每一名学生，展现出对学生的真诚和关心，让学生感受到

被重视和被尊重，肯定学生的努力和进步；三要提升个人魅

力，做好自我表率，履行承诺，树立可信的形象，保持持续

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态度，展现个人的专业知识和教育能力，

赢得学生的尊重和信任。

（三）提升沟通力，打通信息传递链路

辅导员要能够清晰、准确地传达信息，同时善于倾听和

理解他人的观点，要处理好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各种关

系，找到学生面临问题的症结所在，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在共同信念和共同价值的基础上，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

一要使用简明扼要的语言，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避免信息混乱或误解，尊重并允许合理差异的存在，根

据学生的特点和需求，灵活调整自己的沟通策略，及时反思

自己在沟通中的表现；二要以平等、诚恳、关怀的心态把有

效信息和关键信息传递给学生，杜绝冗长、沉闷的谈话使学

生产生厌烦、排斥的心理，通过共享经历，产生共鸣和情感

连接；三要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兼顾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

和因素，运用合理的推理和论证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提供清晰和有说服力的论据，增加自己观点的支撑度，促进

学生理解。

（四）提升说服力，增强教育引导效果

当代大学生处于人生中的一个独立探索阶段，在面对学

习、感情、就业等问题时容易过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对自己

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审视不足、盲点和缺点认识不足、社会的

要求和环境变化应对不足，容易对辅导员和父母的劝告产生

抵触和反感情绪。一要摒弃传统的“一刀切”模式，关注学

生之向往，回应学生之所需，深入了解和把握他们的个性特

点，充分考虑并尊重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和选择权，不将个人

思想强加于学生或者直接否定学生的想法、批评学生；[5]二

要以个人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在学生面前展现自信、

真诚、热情、守信等积极品质，让学生感受到辅导员对工作

的热情和投入，对自己的关心和帮助，让他们更加信任信服

辅导员；三要学会使用数据化的论证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

点，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相关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将

抽象的观点具体化生动化，直接地展现问题的本质和趋势，

引起学生的共鸣，增强学生的认同感。

（五）提升洞察力，防范化解风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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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龄、经验和认知能力的限制，学生往往难以全面、

深入地理解社会热点问题和现象，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误

导，形成偏激的价值观、错误的行为反应，学生内心可能会

因此发生细微的变化，敏锐地捕捉学生的变化至关重要。一

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时代感知力，关注学生教育管理方面政

策法规的变化，关注国内外社会发展的最新趋势和动态，关

注所带班级专业的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发展情况，帮助学生明

确职业规划和发展方向，更好地引导学生适应时代发展；二

要提高对潜在风险的警觉性，注重在问题发生前寻找和识别

风险，持续地将注意力聚焦于预防，准确识别、分析和评估

潜在的风险，有效应对网络舆情、跨文化交流等新问题；三

要注重观察和寻找细节，从学生的情绪变化、行为变化、学

习变化、情感变化、心理变化、身体变化、认知变化、形象

变化、家庭变化、社交变化等多个角度和层面去发现问题、

留意问题、解决问题。

（六）提升执行力，确保工作高效落地

高校辅导员要重视心理韧性建设，在遇到挫折时，以强

大的心理韧性，有效、及时地应对这些负面情绪，提升自己

对辅导员工作的职业情感和职业意志。[6]持续保持对工作的

热爱和干劲，将学校的工作安排与自身的岗位职责相结合，

确保重要任务得到及时处理。一要明确并内化执行目标，设

定清晰的工作方向和工作计划，运用“四象限法”合理安排

各项任务的处理顺序和时间投入，以高效的时间管理和任务

规划来提高工作效率，以细节的准确把握来提高工作质量；

二要学会识别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关注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积极面对失败和挫折，懂得合理调整自己的期望，用心倾听

别人的意见，利用转移注意力、合理宣泄情绪，释放压力和

调整心态；三要加强与领导的沟通、与同事的沟通、与学生

的沟通，获得上级的支持和指导，取得同事的帮助和分享，

赢得学生的理解和信任，在工作对象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

道，保持密切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七）提升创新力，探索学生工作新路

辅导员应把握新时代大学生的新特点，跳出思维定式的

条条框框，认真研究分析大学生富有时代特征的新想法、新

行为、新习惯、新兴趣，拓展自身的知识领域，使自己的思

想观念跟上时代的步伐，坚持教育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

人的理念，在工作创新中不断积淀实力，以更加开放、包容、

创新的态度，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好务、保好驾、护好航。

一要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职业核心工作内容，在理论学习

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坚守传统之精髓，勇于开拓创新，不

断挖掘和利用现有资源，在育人工作中展现出新的活力和成

效；二要适时调整角色策略，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共性和

个性，结合经常性、基础性工作的融通，利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育人的突出优势，发挥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塑造的重要的指导作用；三要顺应时代的脉搏，更新并活

化传统观念，以创新的“互联网+”思维管理和教育学生，

结合“微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7]将传统的教育教学场所

拓展至网络空间，促使教育管理工作展现出灵活性和机动

性，把网络实践活动打造成学生乐于参与、乐于分享的第二

课堂。[8]

四、结语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

程，要求辅导员始终保持对知识的渴望与学习的热情，紧密

围绕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和社会进步的时代背景，紧跟教育

改革的步伐，提高理论素养，更新知识储备，增强专业技能，

强化自身的核心能力，以更良好的心理素质、更高效的管理

能力、更卓越的沟通艺术及更先进的服务理念面对学生工

作，成为引领青年学子追逐梦想、实现理想的坚实力量，为

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指导，为国家的繁荣与

发展培养更多德技兼备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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