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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高校新进应届毕业生辅导员的职业困境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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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届毕业生辅导员在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中比例日益增长，为辅导员队伍建设带来了机遇

与挑战，如何化解应届毕业生辅导员职业困境，进一步培育和提升符合时代特征的教育能力与水平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对目前高校新进应届

毕业生辅导员存在的职业困境及原因分析，提出了新形势下应对新进辅导员职业困境的路径思考，以希望对当前应届毕业生辅导员职业发展

做出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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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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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越来越多的应届毕业生加入到辅导

员队伍中，不仅为辅导员队伍建设带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面临着

全新的挑战，如何进一步提高新进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和水平，从而

更好地落实育人工作，刻不容缓。

1 新进应届毕业生辅导员职业困境及原因分析

1.1 角色困境

目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3 号文件的要求，高

校在思政辅导员的招聘和录用过程中，普遍倾向招聘大量应届毕业

生人员，并将应聘人员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员、是否具有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的身份限定，以及是否拥有重要学生干部经验的能力限

定作为基本应聘要求，即应届毕业生辅导员面临着迅速从在校学生

干部到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者这一角色转换。

应届毕业生辅导员在角色转换过程中，一方面，角色转换进程

较慢。由于长期担任重要学生干部，且普遍与在校生年龄差异不明显，

易于担任“保姆式”辅导员，以解决学生日常生活问题为己任，与

学生建立起良好沟通关系的同时，忽视了“教育者”身份，面对学

生的思想动态，难以迅速投入到“教育者”的状态进行批评和引导，

缺乏一定的威严性。另一方面，角色定位不准确，对学生情感过度

倾注，弱化“职业者”身份，缺乏职业化探索意识，进一步提升自

身立德树人的育人水平。

1.2 实操困境

应届毕业生辅导员普遍存在理论与实践融合度低与综合性工作

困境。一方面，党员身份与重要学生干部经验令其可以高效、独立

的完成基本工作，但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者，其理论知识

与实践融合度较低，在落实三全育人过程中，对政策解读不够深入，

难以将理论知识以合理的方式传递给在校学生。

另一方面，思政辅导员除思想政治教育外，涵盖了奖助贷、学风、

心理、就业、党建、公寓等多方面工作内容。以资助工作为例，从

资助政策解读、学生情况排查到落实资助工作，看似按部就班，却

包含了许多理论知识，存在一定实操困境，其中如何培育学生干部

队伍进行辅助工作，成为了一个难题。

1.3 职业认同困境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需要受到尊重并朝着自己所期望

的方向发展自我。然而高校思政辅导员普遍与专业教师的职业地位

存在一定的差距，专业教师与班主任对于辅导员的工作定位存在一

定认知偏差。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将辅导员视为大学生生活的导师，

形成了请假找辅导员、成绩不好找辅导员、生活琐事找辅导员的“大

管家”模式，而忽视了辅导员最本质的职责是思想政治教育。辅导

员与专业教师、班主任间职业地位差距、认同度不足与认知偏差等

问题，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应届毕业生辅导员自身对于职业的认同度

和专业化发展规划路线。

2 新进应届毕业生辅导员职业困境应对路径解析

2.1 建立“师徒”互助模式

经验丰富的“老”辅导员与应届毕业生“新”辅导员依据二级

学院实际情况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结对，有意识、讲方法的进行

辅导。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实质是做“人”的工作，面对存在着年龄

差异、专业差异、地区差异的学生群体，工作经验成为了宝贵的财

富和行为逻辑，在结对模式下，老辅导员可以为新辅导员提供经验

支撑。同时，面对新潮流、新任务，应届毕业生“新”辅导员可以“以

旧为鉴”，提出新方法、新途径，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注入新鲜

血液。

良好的结对模式可以为引导帮助工作提供合理性保障，消除新

辅导员面对工作困难时多次请教经验丰富辅导员的“不好意思”。同

时也为新辅导员工作中的新方法、新思路提供了“大胆沟通”的途

径。

2.2 推进理论学习系统化、常态化

高校应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线辅导员提供系统化、常

态化的理论学习机会、途径和场所。在学习时间碎片化的新形势下，

辅导员角色的多重性与工作内容的多样性使新进辅导员难以拥有系

统化学习机会，高校对于辅导员的理论知识培训不应止于入职培训，

而应将提高思政辅导员的理论素养作为开展育人工作的基本前提，

开展连续性读书会、教育理论及前沿项目专题讲座等，将一线辅导

员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系统化、常态化，在育人过程中，为思政教育

的先进性提供重要保障。

2.3 建设多方协同育人机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主体是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

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在

落实教育任务过程中，只有协同育人、鼎力合作，在教师团队层面

加强联动，明确各方职责，强化教育主体意识，减少责任推脱及重

复性工作量，将辅导员、班主任、课业教师等主体的育人力量凝聚，

以开展思想政治活动、指导学生健康发展为育人任务，才能更好地

应对辅导员队伍建设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机遇与挑战。

3 结语

应届毕业生辅导员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与

全新的挑战，如何使其顺利、迅速的完成由在校学生干部到学生人

生导师的角色转变，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修养和教育水平，落

实育人工作，明确职业化、专业化发展路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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