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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王明宝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基础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4

摘　要：本文以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作为实例，针对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的当下状况展开了深入探究。借助问

卷调查与访谈等多样的方式，全方位洞悉了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形，并细致剖析了现存的相关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诸如强化辅导员队伍建设、推陈出新思政教育方式、优化完善思政教育内容等一系列对策，旨在提升高职院校辅导

员思政教育工作的质量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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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国家政策导向：教育部《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

强调辅导员在思政教育中的核心作用；高职院校特殊性：学

生文化基础薄弱、职业导向性强，思政教育结合产教融合需

求；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案例典型性：作为陕西省高职院

校代表，其经验可为同类院校提供借鉴。

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丰富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实践意义：

助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落实“三全育人”要求。

2. 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的现状分析（以西安

城市建设职业学院为例）

2.1. 辅导员队伍结果特点。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总计

拥有辅导员 57 名，其大专职辅导员 5 名。年轻化趋势明显

（80% 辅导员年龄 <35 岁）。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

2%，本科学历的占 90%，专科学历的占 8%。辅导员的学历

结构相对不合理，高学历辅导员的占比为 2%。具备思想政

治教育、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专业背景的占 60%，其他

专业背景的占 40%。辅导员的专业背景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这有利于提升辅导员的综合素养和工作能力。平均师生比为

1:212，相对于教育部 1:200 标准稍高，行政事务占用 60%

以上工作时间。

2.2. 思政教育实施现状。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辅导员

思政教育工作的内容主要涵盖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辅导员能够依

据学生的实际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思政

教育工作的方式主要包含课堂教学、主题班会、个别谈话、

社会实践等（占比 75%），辅导员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方式，

增强思政教育工作的成效。但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

抖音）利用率不足（仅 15%）。通过针对学生的问卷调查

和访谈，发仅 40% 学生认为思政活动“吸引力强”，部分

学生存在“重技能、轻思政”倾向。企业实践环节思政渗透

不足，未能有效结合工匠精神、职业道德培养。

3. 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以西安

城市建设职业学院为例）

3.1. 辅导员数量不足。伴随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持续扩

大，学生数量不断递增，辅导员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然而，

学院辅导员数量捉襟见肘，致使辅导员工作压力过大，对思

政教育工作的质量和成效产生了不利影响。

3.2. 辅导员素质有待提高。学院辅导员专业素质和工作

能力有待提升，缺少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和实践经

验，难以高效地开展思政教育工作。

3.3. 辅导员培训机制不完善。学院辅导员培训机制存在

缺陷，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导致辅导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

能力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提高。

3.4 辅导员学历结构有待提升。学院辅导员的学历结构

出现断层，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基本为 2%，难以为学生

提供高质量的指导和帮助（如学业指导、就业规划、心理辅

导等）。学历结构不合理可能导致辅导员在处理一些专业性

较强的工作时力不从心。

3.5. 角色冲突、工作方法单一。辅导员身兼管理、教育、

服务等多重职责，思政教育精力分散。工作方法主要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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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为主，缺乏情景化、实践性教学，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积极性。

3.6. 网络思政教育有待加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

步，网络已成为学生获取信息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但是，辅

导员网络思政教育意识薄弱，缺乏网络思政教育的能力和经

验，难以有效地借助网络开展思政教育工作。

3.7. 思政教育内容针对性、时代性不强。辅导员思政教

育内容针对性不足，缺乏对学生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分

析，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和期望。辅导员思政教育内容时代

感缺失，缺乏对时事热点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引导，难

以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 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的对策

4.1. 增加辅导员数量和构建保障体系。学院应当依据学

生的数量以及工作的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配备辅导员的数

量，以此减轻辅导员的工作压力，进而提升思政教育工作的

质量与效果。设立“思政专项经费”，保障活动开展与成果

奖励。邀请劳模、技能大师担任“校外思政导师”，开设“工

匠精神讲堂”。成立“学生思政自治委员会”，通过朋辈教

育提高认同感。

4.2. 提高辅导员素质。学院应当加大对辅导员的培训与

培养力度，全方位提高辅导员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比

如，可以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培训班、选派辅导员外出进修

学习、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等方式，切实提高辅导员的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水平以及实践经验。成立“辅导员思政教研

组”，由马院教师牵头指导课题申报；同时，设立校级“辅

导员思政研究专项”，每年立项 5-10 个微课题（经费支持

5000-10000 元）。

4.3. 完善辅导员培训体系。联合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专

题培训，鼓励考取“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资质。

将思政教育成效纳入绩效考核 ( 如学生跟踪、主题教育创新

案例等）。制定出科学合理且具有前瞻性的培训计划，强化

对辅导员的岗前培训、在职培训以及专题培训，有效提升辅

导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4.4. 加大高学历辅导员的招聘及现有辅导员学历提升工

作。学院在招聘辅导员时，可提高学历门槛，优先录用研究

生学历人员，逐步改善辅导员队伍的学历结构。鼓励现有辅

导员通过攻读在职研究生、博士学位等方式提升学历，学校

可提供一定的支持和激励政策，入学费补贴，时间安排上的

便利等。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学历人才加入辅导员队伍，

如给予住房补贴、科研启动经费等，提高岗位吸引力。

4.5. 创新思政教育模式。打造“互联网 + 思政”平台，

开发“城建思政”APP，融入微课、虚拟现实（VR）红色

教育基地。结合建筑类专业特色，组织“乡村振兴调研”“城

市发展史考察”等时间项目。按照学生的特点和需求，灵活

且巧妙地运用多种思政教育方式，诸如课堂教学、主题班会、

个别谈话、社会实践、网络教育等等，切实提高思政教育工

作的成效。

4.6. 加强网络思政教育。辅导员应当强化网络思政教育

的意识，不断提升网络思政教育的能力和水平。可以通过创

建班级微信群、QQ 群、微博等途径，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与

交流，及时洞悉学生的思想动态和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开

展思政教育工作。辅导员应当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实际情

况，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例如社会调查、

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思想政治素

质和实践能力。

4.7. 增强思政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学院的辅导

员应当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实际需求，根据学生的不

同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政教育工作。可以通过开

展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等形式，全面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

需求，为思政教育工作提供坚实的依据。学院的辅导员应当

密切关注时事热点和社会现实问题，并将其有机融入到思政

教育工作当中，增强思政教育内容的时代性和吸引力。可以

通过组织学生观看时事新闻、开展主题讨论等活动，引导学

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5. 结论

高职院校辅导员的思政教育工作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关键构成部分，对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西安城

市建设职业学院为例，对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的现

状展开了深入探究，剖析了现存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辅导

员队伍建设、创新思政教育方式、完善思政教育内容等对策。

期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高职院校辅导员的思政教育工作提

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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