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8卷 第 3期 

2011年 9月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_28 No．3 

Sep．2011 

高校联盟辅导员工作模式创新研究 
— — 以安徽高校(部分)联盟为例 

李小虎 
(铜陵学院 金融学系，安徽 铜陵 244000) 

[摘 要]高校联盟的创建对联盟高校的办学产生重大影响，辅导员作为教师和管理人员的 
一 部分，进行工作模式的创新，对高校联盟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校联盟辅导员工作模 

式创新，首先要研究辅导员工作模式的涵义；其次分析高校联盟对高校办学的影响；最后，在新 

的条件下创新辅导员工作模式主要体现在模式要素构成创新和要素具体内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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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安徽新建地方本科 
院校为适应国家高等教育分类管理的需要，为了摆脱 
自身发展中的困境，积极探索新的办学形式，高校联盟 

的创建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尝试，对联盟内高 
校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辅导员作为高校教 

师和管理干部的组成部分，其工作也将发生很大变化。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促进高校联盟深入发展，在学校的 
发展中做出应有的贡献，辅导员工作模式的创新是必 
要和有重大意义的。 

一

、辅导员工作模式涵义 

(一)辅导员工作模式概念 
模式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 

标准样式 ，̈ 是前人积累经验的抽象和升华，反映的是 
事物内部隐藏的规律，但模式强调的是形式上的规律， 
而非实质上的规律，简而言之，模式是由从反复出现的 
事件中总结出一些反映规律的关键因素和环节组成 
的。辅导员工作模式可以定义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和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中，由一些列要素构成的，辅 
导员可以学习、模仿、创新，照着做的基本工作样式。 

辅导员工作内容繁杂，辅导员学习经历、工作经 

历、生活经历不同，辅导员工作环境差异大，使得面对 
相同的工作时，不同辅导员工作效果不同，有的好，有 
的差，要解决这一问题，辅导员在工作中就不能碰到问 
题 ，脚痛医脚头痛医头，应该从繁杂的事务中，找到规 
律性的东西，创建基本的工作模式，不同辅导员之间相 
互学习、模仿，进而创新。辅导员工作模式不能只是针 
对某一情景和主题，如果只针对某一情景和主题，就会 
出现许多工作模式，辅导员工作模式就是去了作为模 
式的意义了。辅导员工作模式应该具有开放性和灵活 

性，根据不同的工作情景和主题进行调整，形成具体的 
工作路径。 

(二)辅导员工作模式的构成要素 

辅导员工作模式是由一系列基本要素构成的，这 
些要素对辅导员工作展开和工作效果提高起到关键作 
用。实际工作中，辅导员承担的工作很多，基本上关于 

学生的事情，辅导员都要做，没有明确界限，现在高校 
中存在着有的部门把 自己的工作下移，转移给辅导员 
的趋势，增加了辅导员的工作，特别是加入高校联盟的 

高校，又会出现许多新的工作内容。在辅导员繁杂的 
工作中哪些因素和环节对辅导员工作展开和效果提高 
至关重要呢?当前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立足于不 
同的环境条件分析辅导员工作模式构成要素和要素的 

内容，有的把辅导员的工作准则、辅导员的工作方法、 

辅导员的工作意识、辅导员的工作重心作为工作模式 
的要素； 有的针对一个或一类主题和情境把辅导员 
工作理念、工作目标、工作路径、工作方法作为辅导员 
工作模式构成要素；l3 有的从中外合作办学的角度把 
人学新生管理、在校学生管理、班级干部管理、构建一 

组沟通的平台作为辅导员工作模式构成要素，本文探 
索的是在高校联盟的条件下来分析辅导员工作模式的 
要素构成和要素内容。 

二、高校联盟对辅导员工作的影响 

(一)联盟高校的办学定位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大多定位研究型院校，特别是 
本科院校，办学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2008年以来， 

安徽省教育厅主要领导在不同场合反复阐述了高等教 

育改革发展“科学定位、分类指导、特色发展”总体思 
路，2008年底，安徽省创立了全国第一个以新建本科高 

校为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开展应用型研究为主要任 

务的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行知联盟”。组建高校 
联盟的 13所高校大都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基本上是 
同类层次的院校，在办学定位上，参加高校联盟的院校 
明确自身是与职业型院校、研究型院校不同，确立开放 

性、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l_4 但参加联 

盟的高校并不追求完全相同，而是同中求异，努力发展 
自己的特色，在激烈的高等教育竞争中确立 自己特有 

的生存位置，“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 自的办学理念 

和风格，在不 同层次、不 同领域 办出特色，争创一 
流” ，这种办学定位对联盟高校的教学、管理，当然也 

包括辅导员工作等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二)联盟高校的办学理念变化 
联盟组建以后，联盟高校办学理念的变化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服务对象的变化，参加联盟的高校一方 
面坚持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的办学理念，另一方面 
明确自身地方本科高校的定位，强调为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 ，特别是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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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办学方式的变化 ，组建高校联盟是适应新建本科 

院校解决竞争激烈 、资源紧张问题 的需要 ，也是适应 国 
家 、省进行的高校分类指导 、分类管理改革的需要 ，为 

此省厅通过多种手段 ，分类推进 同类高校 “抱团发展 、 

集约办学”。 以前高校获取办学资源的唯一渠道是向 

上级政府争取投入，高校联盟组建 以后 ，联盟高校获取 

资源的渠道扩大增多，相互利用优势资源，共同向政府 
争取投入，共建共享 ，向社会 向企业争取 资源 ，实现共 
赢，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 、全社会积极参与 的格局。 

办学理念的变化对辅导员工作理念、目标、方法等都将 
产生影响。 

( )联盟高校的办学内容变化 

办学定位、办学理念的变化必然要求办学内容作 
凋整，首先要调整教学内容，增大实践教学的比例， 

处理好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目前各联盟高校 

逐步修正了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了专业设置，重新安排 
课程，明确了理论学习为基础，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 

能就业为检验标准。其次 ，联盟高校 的管理 内容也发 

生变化，不仅体现在：r=作量上，更主要体现在工作内容 
的种类上。由于教学中实践教学的增加，学生的实验、 

实训、实习变多，相对于研究型院校的理论教学，管理 

要复杂的多。许多学生选择跨专业、跨校学习，选择辅 

修、双学位，使得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种类都大幅 
增加。最后联盟高校积极推进产学研联合，高校、地方 
政府、企业相互合作，在教学、管理之外，高校还承担了 
许多研究项目工作。辅导员作为高校教师和管理干部 
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必然要随之变化。 

(四)联盟高校的师资状况变化 

贯彻办学理念，实现办学 目标的关键在于师资队 
伍，在于是否拥有大量双能型教师，具有产学研合作和 
培养应用型人才能力的教师，教师能力的提高、能力结 
构的改变成为解决联盟高校发展瓶颈的重要方面。当 
前联盟高校解决这一问题的做法有，一是高校间互聘 
优秀教师，充分利用高校联盟内已有优质资源。二是 
聘请政府、企业内相关的优秀专业技术人员到校内兼 
职授课、指导实习和设计等，弥补短期内师资队伍结构 
性不足．．三是自己培养双能型优秀教师，这是长远之 

计，安排教师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或其他联盟高校 
挂职锻炼，进行学习交流，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辅导 

员承担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其教育 
能力和管理能力也要适时调整提高。 

(五)联盟高校的办学环境变化 

高校联盟组建以后，联盟内高校的外部环境、内部 

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高 

校与上级政府的关系、联盟内高校之间的关系、高校与 
地方政府的关系、高校与企业的关系的变化。上级政 

府从高校投入的唯一来源变成投入来源的一部分，高 

校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性大大降低；联盟内高校之间由 
过去竞争多合作少变为现在的合作多，同时存在竞争， 

协同发展 ；地方高校与地方政府由过去的两张皮关系 
变成现在的共生共存共荣关系；高校与企业加强 了产 
学研合作，是共赢关系。内部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高校内部的制度政策环境、物质环境、人文环境、心理 

环境的变化。随着高校联盟合作的深入，联盟高校在 
教学、管理 、科研 、师资等方面不断创建新 的制度 、新的 
政策，学校的内外制度政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学校的 

资源获取渠道增多 ，物质环境大大改善 ，教学设施 、办 
公设施更新换代 ，教职员工待遇提高 ，科研经 费充足 

等，但资源分配方式也发生改变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 

上下级关系 、教职员工关系 、师生关系发生变化 ，在和 

谐的人际关系中共同努力实现高校联盟的目标；师生 
的心理环境也有较大变化，归属感增强，积极性提高， 

但压力变大。辅导员作为学校的一份子，身在其中，这 
些也是辅导员工作的大环境。 

三、辅导员工作模式的创新 

高校联盟辅导员工作模式创新是指辅导员工作模 
式在高校联盟环境下所做出的适应性改变，是为了适 

应高校联盟内高校各个方面的变化，为实现高校联盟 
中辅导员队伍应完成的任务而进行的调整。 

(一)辅导员工作模式要素构成创新 

辅导员工作模式创新首先是工作模式要素构成创 
新，即辅导员工作模式由哪些要素组成。高校联盟的组 
建对辅导员工作模式的要素构成产生重要影响，辅导 

员工作中的各种因素重新排列、组合、合并，一些原来 
不是辅导员工作模式的基本要素的因素和环节，在新 

的条件下成为影响辅导员工作展开和工作效果的关键 
要素，成为辅导员工作模式的构成要素，经过调查研 
究，在诸多辅导员工作因素和环节中进行筛选，本文把 
辅导员工作目标、辅导员工作内容、辅导员工作能力、 
辅导员工作方法、辅导员工作环境作为辅导员工作模 
式的构成要素。 

(二)辅导员工作模式要素内容创新 

1．辅导员工作目标创新 
辅导员工作 目标是辅导员工作模式的核心，是辅 

导员工作的动力源泉。需求论指出行为是主体达到需 
求要求满足目标的手段，目标是行为要达到的结果，所 
以目标包含着主体多种需求要求的满足。辅导员作为 

一 种职业、一种身份，辅导员工作要满足各种需求要 

求，即辅导员工作要达到的目标。辅导员工作目标中 
包含国家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学校的需求、学生的需 
求、自身的需求。中央 16号令中指出辅导员是把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的关键，可见国 
家对辅导员工作的需求侧重思想政治教育；学校对辅 
导员的要求从辅导员实际所从事的工作就可以看出， 

现在辅导员在高校内承担的事务性工作越来越多，辅 
导员成为唯一可以跨越行政、教学、后勤等领域的管理 
人员，学校看重的是辅导员的管理职能，为教学提供支 

持；社会对辅导员的要求主要是家长对辅导员的要求， 
学生家长要求辅导员对自己的孩子在生活、学习、工作 

各方面都能给予照顾、指导，是老师、朋友、保姆的综 
合；学生对辅导员的要求大多体现在提供服务上，要求 

辅导员在他们需要帮助时能提供服务，而不能干涉他 
们认为的私人空问；辅导员工作还要满足自身的生存、 
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高校联盟创建以后，联盟作为 
一 个整体有自己的需求，参与办学的各个主体如企业、 

地方政府等都有 自己的需求，这些都将体现在辅导员 
工作 目标 中。 

由于现行辅导员考核、评价制度过多借用行政人 
员和专业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过于注重科研、教学、 

管理，使得辅导员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到科研、教学、 
管理中，而辅导员的科研、教学与管理、德育、服务是割 

裂的，工作目标中各种需求并不完全统一，大多数辅导 
员的工作只满足了学校的管理需求和自身的生存发展 

需求，其他需求只是一定程度的满足，有时甚至出现辅 
导员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把学生、家长当成资源利 
用。高校联盟辅导员工作目标创新就要提高各主体需 
求的契合程度 ，把 国家 的需求、社会的需求 、学校 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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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的需求、辅导员自身的需求、联盟的需求、地方 

政府的需求、企业的需求都契合到把学生培养成应用 
型人才的需求中去，只要这一需求得到满足，其他主体 

的需求都能实现。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高校联盟辅 
导员工作模式中的工作 目标是一个总体 目标，其中包 
含着辅导员工作理念 。 

2．辅导员工作内容创新 

辅导员工作 目标具体化为辅导员工作内容，通过 
工作内容的展开最终实现辅导员工作 目标。 

教育部24号令中指出了高校辅导员主要工作职 
责，从帮助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到指导学生党支部和班委会建设，总共有八条。实 
际工作中，辅导员承担的工作要多得多，特别是加入联 
盟的高校，辅导员工作又会出现许多新的内容。 

从工作时间上看，辅导员工作内容呈现出典型的 

阶段性，每个阶段工作内容不同。一天之中分学生上 
课和业余生活时间；一周分工作 日和双休 日；一学期之 
中分开学和放假前；学生在校期间分一、二、三、四年 

级；学生在校和学生毕业以后；还有一些政治敏感期等 
等，这些阶段工作内容区别很大，高校联盟创建以后， 
辅导员工作时间阶段性变得模糊了，或者说更加细化， 
辅修、双学位、实习、实验大都在晚上、双休 日进行，寒 

暑假也实行小学期制，从外校交流来的学生安排在寒 

暑假交流学习。 
从工作性质看，辅导员工作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政 

治引导、学习辅导、生活指导、心理疏导、职业 向导，高 
校联盟创建以后，非学生管理工作增加，辅导员要承担 

一 些和学生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另外就工作本身来 
说，工作量加大，工作难度提高。 

从工作对象看，辅导员工作对象主要是学生，对于 
不同学生，辅导员的工作内容不同。由于生源结构的 

多样化，会出现家庭经济好的和家庭困难的学生；城市 
学生和农村学生；不同地区的学生；身体健康的学生和 
患有疾病的学生；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和学习困难的学 
生；思想政治觉悟高的学生和觉悟低的学生；心理健康 
的学生和心理存在问题的学生。高校联盟创建后，选 
择辅修、双学位和短期交流学习的学生，工作对象中出 
现不是本专业、本系或本校的学生，针对这些学生的工 
作明显不同于本专业、本系、本校的学生。另外不得不 

提的是辅导员的工作对象中还出现了非学生对象，例 
如为领导服务、为教师服务等。 

从工作的可预见性、可控性上看，辅导员工作大部 
分是常规性工作，例如考勤、综合测评、评优评先、助学 
金评定、组织发展等；特别要注意的是突发性工作，例 
如公共安全卫生突发事件和学生个人突发性意外事 
件；关键在于创造性工作，例如制度建设、预案制定、思 
想教育、心理辅导等都是辅导员工作中没有固定格式， 

需要创造性的工作。高校联盟创建后，辅导员的常规 
性工作增加，突发性工作频率提高，创造性工作显得更 
重要。 

3．辅导员工作能力创新 
为了实现高校联盟下辅导员工作的综合性目标， 

承担 日益繁重的工作内容，必须进行辅导员工作能力 

创新建设，辅导员工作能力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首先加强辅 导员 的核心能力建设 ，确立 思想 政治 

教育能力的核心能力位置。高校联盟辅导员工作 目标 
是众多主体需求要求的契合，唯有学生成为应用型人 
才，这些需求要求才能得到满足。学生成才需要许多 

条件，辅导员能提供多种条件，但只有思想政治教育才 

是最具竞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是辅导员在高校 
生态系统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强项，是其他群体如 
专业教师、管理人员等很难与之比拼的一种能力，必须 

把思想政治教育能力作为和其他群体竞争的核心能 
力。思想政治教育能力也是区分辅导员队伍内部高低 
不同层次的主要标准 ，根据这一标准可 以把辅导员从 

初级到高级不同层次。另外，目前高校辅导员工作普 
遍超载，高校联盟辅导员工作量和内容更是增加许多， 
要求辅导员必须相信 、依靠学生 自我教育、管理、服务， 
这也使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显得更加重要。加 

强核心能力建设，一是要加强岗前培训．使之具备基本 
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二是要重视在岗培训，利用假期 
参加各种学习培训班或者继续进修读博，不断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能力；三是注意在实际工作 中总结 ，不断总 
结经验是提高能力重要途径。 

其次是重视培养关键能力、基础能力，形成动态能 
力结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是一项综合能力，包含多 
项内容，具有动态性。随着时代变换，教育的具体环境 
和教育对象发生变化，思想政治教育能力的具体内容 
也要发生变化，特别是高校联盟创建以后，学校办学的 
方方面面发生许多变化，例如在网络没有普及的年代，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能力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力的内 
容，但是今天，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进高校，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能力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使辅导员的核心能力能够随着环境和对象的变 
化不断调整，就必须培养多种关键能力和基础能：旬，培 
养日常管理能力、人生导航能力、稳定工作能力、危机 

应对能力、心理辅导能力、生涯辅导能力、网络教育能 
力等关键能力，培养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等 
基础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辅导员不断学习、研究、创 
新，拥有动态能力结构，对不同环境下的对象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 

4．辅导员工作方法创新 
高校联盟创建后，随着辅导员工作目标、内容、能 

力的变化，辅导员的工作方法也要进行调整。 

首先 ，把思想政治教育融人管理、服务 中，在管 

理 、服务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长期以来高校思政 
工作都存在脱离实际的情况 ，高校联盟创建后 ，思想 
政治教育难度加大 ，管理工作量增多，服务要求提 
高 ，许多辅导员把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到管理一I-，对思 

想政治教育和服务存在畏难情绪，进一步导致思想 
政治教育形式化，服务水平下降，通过管理 、服务做 
思政工作，使思政工作找到了落脚点，提高了思政工 
作的实践性，例如在党员发展中，在基本条件合格的 
情况下，优先考虑关心集体，团结同学 ，尊敬老师，为 
班级、系、学校做贡献的同学，不唯成绩论 ，不把组织 

发展孤立化 ，使之为思政工作服务，一切皆为思政工 
作的手段和途径。同时在管理、服务中贯彻思想政 
治教育使得管理 、服务工作的质量水平也提高了，例 
如在助学金评选中进行 自主 自强等思想教育 ，减少 
学生争夺助学金，降低这项工作的难度。 

其次，相信学生、依靠学生进行 自我教育、管理、服 

务。依靠学生自我教育、管理、服务是以人为本教育思 
想的要求，也是辅导员工作实际的要求。按照教育部 

1：200师生比，联盟高校辅导员基本上都是超工作量， 
平均三四百人，特别是高校组建以后，辅导员工作量和 
种类明显增加，要求辅导员事必亲躬，基本没有可能 

性。相信、依靠学生自我教育、管理、服务，首先指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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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制定规章制度 ，有了完善 的学习 、生活、工作规章 、制 
度，学生的言行就有章可循 了。第二监督 、督促规章 、 

制度的执行 ，使学生养成 良好 的习惯，良好的学 习、生 
活、丁作习惯才是给予学生最宝贵的财富。第三重视 

学牛干部的培养、选拔和正确使用。培养、选拔学生干 
部，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学生干部使用时，既科学分工 
义团结合作。 

再次，不断创新1二作载体，提高工作效率。辅导员 
作载体，是辅导员把教育和服务工作落到实处的平 

台和渠道。高校联盟使得辅导员的工作对象复杂化， 
T作N~i'q连续化， r作量增加，要实现工作 目标，不但 
要运用传统_T 作载体，更要创新。当前网络是重要 的 

新型载体，可以全天候、不分对象、全方位覆盖辅导员 
作。如在贴吧、论坛、博客和 QQ群中和学生谈心交 

流，疏导、解答学生的思想问题，开设理论学习、思想交 

流等版面及辅导员信箱，邀请专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 
七通过网上聊天室与学生交流，对他们进行学习指导、 
就业指导和人生指导。 

5．辅导员工作环境创新 
高校联盟创建以后，辅导员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 

职能越来越重要，但由于辅导员的环境限制，使辅导员 
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必须对辅导员环境创新。 

首先是确立高校生态环境整体观。处理好专业教 
师、管理干部和辅导员之间的关系，提高辅导员的生态 
位置，使辅导员这一群体成为和专业教师、管理干部相 
提并论的独立群体。协调好制度环境、物质环境、发展 
环境、心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偏废其中那一项，整体 
改善辅导员的生态环境 。 

其次是改善辅导员的生态环境各因子。重视高校 
群体的多样性，根据高校辅导员的特点建设属于辅导 
员自己的制度，在合理、适度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与限 

制的平衡，建设凸显人文关怀的制度生态环境；加大物 
质投入，提高辅导员津贴、科研经费等，改善辅导员的 

办公条件、住房条件等待遇，缓解大学教师群体内部的 
贫富严重分化状况，改变高校辅导员“边际人”群体的 
物质生态环境；打破辅导员发展的花盆效应，为辅导员 

工作创造开放的环境，提供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不断 
提升辅导员的工作能力，为辅导员发展规划不 同的出 

路，营造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发展环境；丰富教师的业余 
文化生活，鼓励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从而为辅导员、 
教师问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创造条件，建设和谐的校 

园文化，在教代会、职代会等代表大会中增设辅导员代 
表，增加辅导员的话语权，努力创造平等、协作的文化 

氛围 ，创造 良好的辅导员人文 、心理环境 。 

在高校联盟下不断创新辅导员工作模式，将使辅 
导员为高校联盟的深入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使辅导员 
在学生的成才中释放出应有的力量，也为辅导员自己 

价值实现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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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ng the innovation of the instructors’work mode in college alliance 
— — Taking the college in Anhui(part of)alliance as an example 

LI Xia0一hu 

(Financial Department，Tongling Institute，Tongling 244000，China) 

Abstract：College allia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ducation of college．Instructors are the part of the teachers 

an(i administration staff．The innovation of the instruetors’work mode has important sense in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1． 

1ege alliance．For the innovation．it iS first to study the meaning of instructors’work mode：secondly to analysis the in． 

fluence on education of college alliance：finally，innovation of instructors’WOrk mode includes the innovation of model 

elements and the innovation of specific content for elements in the new conditions． 

KeV words：college alliance：instruetors’work mode；elements；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