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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干部培养路径
王　凯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摘要：学生干部是高职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成长发展和学校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高职学

校学生特点及问题分析入手，明确学生存在的问题，并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学生干部的培养措施，最终帮助树立正确的未来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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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干部作为学校中连接学校和学生的重要桥梁，发挥着“上

传下达”，维护学校科学高效运转，促进学校整体和谐稳定的重

要作用。特别是在高职学校中，其作用更是有着深远影响。高职

院校作为国家职业教育的重要一环，有着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的重要使命，学生干部更是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由此可见，

高职学校学生干部的培养就显得尤为关键。

 一、高职学生特点及问题

（一）学生基础知识薄弱，辨别能力差

高职学校学生组成大多数是来自高考分数达不到高考本科录

取线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来自职业高中参加春季高考的学生，

而且此部分比例稳步增长，此外，极少部分学生是因为高考发挥

时常、填报志愿及调剂等原因，无奈进入高职学校。通过高职学

校学生构成，由此可见，学生素质教育阶段，特别是中学阶段，

普遍基础知识薄弱，成绩相对落后，学习能力、理解能力较之普

通本科学校学生存在一定差距，这样的基础知识也间接导致学生

辨别是非能力薄弱。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如何发挥高职教育的

优势，将这部分学生群体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朝着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不断奋进，进而为中国梦铸造青春力

量，成为无数职业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

（二）意志力薄弱，不良习惯多

英雄不问出处，作为一名职业教育工作者，我们不应带着有

色眼镜看待身边的这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们。因而，我们反而要

刨根问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一名学生的情况，探寻一下他们

的“出处”。他们在中学学习当中，或因外部环境，或因个人心

理原因，或因家庭因素，没有形成好的学习习惯，逐步在当今注

重学习成绩的高考战役中败下阵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只是输

掉了学习成绩或许还有机会挽救，但他们却养成了诸多不良习惯。

有的学生在学习中精神涣散，“佛系”学习，上课睡觉，下课玩

手机成为一种他们不以为耻却“引以为傲”的标榜；有的学生“热

衷”于作小混混、小地痞，打架成性，把违反学校规定和要求当

作是十分“酷炫”的追求；有的学生，小小年纪，沉溺于情情爱

爱的感情生活，将不求天长天久，只求曾经拥有作为人生追求，

甚至还出现了男女学生之间不自爱不负责的现象，这一行为也体

现极度的享乐主义；有的学生沉迷于酗酒抽烟等不良行为；在这

些乱象背后，深查原因是他们意志力薄弱，导致在学习这个主要

矛盾上，他们逐步落后，丧失信心，逐步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领域，

从而形成了诸多不良的习惯，甚至是恶习。作为进入高职学校的

新时代青年，他们正处于拔节育穗的关键时期，只有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他们才能回到有序的正轨。

（三）功利性强，存在精致利己主义者倾向

高职学校的学生们，在进入学校前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

问题，但进入大学校园后，面临着陌生和崭新的校园环境，他们

充满着好奇与无限憧憬，面对着种种机遇，特别是学生干部的评

选，对于来自全国各地同起跑线的他们，更是有了展现自己身手

的大舞台，但这一过程中，有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他们一部分

人选择成为一名学生干部，仅仅是为了入党、入团、获得奖学金、

获得优秀称号等功利行为，而并不是去实现个人自身全面的发展，

这种功利性存在于学生干部培养的各个阶段，有着长期性、反复性、

隐匿性等特点，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体现。这对我们职业教育

工作者来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出现此问题的学生干部时，

进行悉心教导培养，针对屡教不改的学生要进行一票否决。

二、高职学生干部培养措施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的三观作为高校日常培养发展的目标，事关大学生未

来成长成才，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手段，在

培育大学生三观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面对高职学校的

学生，对他们的一生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对高职学校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从两个大方面进行开展，

即加强思政课课堂教育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政课课堂教育

上，思政课老师切勿一套教案用到底的“一刀切”做法，只注重教，

忽视学生学、会、用的三者统一，只注重形式，忽略教学过程的

适用性。思政老师应在全面分析所教专业学生的特点基础上，与

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工作管理人员进行深入沟通，分析矛盾的

特殊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设计教案，创新教法，因材

施教，在课堂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求知欲、探索欲，结合

日常大学生实际案例，将课本知识讲懂、讲活、讲透，真正将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学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紧密联系，切实做到在课

上是循循善诱、教授课程的和蔼老师，在课下是帮助学生解疑答

惑的知心朋友。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上，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

工作管理人员要发挥好“领头雁”“排头兵”的作用，冲锋在日

常教育一线，从学生日常课堂到学生课余生活，从学生校内生活

到学生假期休息，从学生获奖评优到学生犯错受罚，无时无刻关

注学生动态和情况，利用每次与接触交流机会，倾听学生内心真

实想法，深入学生心底，解答学生之所想，做学生之所求，助学

生之所难。同时，发挥家校互动作用，老师将每名学生的实际情

况与家长定期交流，互动有无，特别是针对节假日或实习、就业

等重大节点学生请假离校等情况，在和家长确认后，确保学生安

全。与此同时，发挥好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工作管理人员进课堂、

进宿舍的作用，全过程、全员掌握学生情况，真切做到学生成才

发展的人生规划师，又做学生快乐生活的人生挚友。

（二）帮助树立个人职业生涯目标

许多学生进入高职学校后，或面临周围的环境、或无法挥散高

考名落孙山的阴霾等情况，对未来发展失去希望，自甘堕落“自我

判刑”。在上课期间对老师所讲课程置之不理、反而睡觉、玩游戏

甚至逃课，下课期间成了“宿舍宅男”，在宿舍抽烟喝酒享乐，这

一部分人的行为逐步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更多人，让很多

本想通过上学刻苦学习改变命运的学生，出现了随大流甚至“同流

合污”的不良现象，对未来充满迷茫，甚至自暴自弃。针对此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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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高职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就显得意义非凡。我们从新生开学就

要开展职业目标教育，在学生踏入学校的那一刻起主动分析掌握每

一名学生具体情况，了解好学生的“前世今生”，并通过主题班会

的形式讲解专业发展的短期长期目标，并从高职三年的维度分阶段

分过程讲解个人发展的不同目标与规划，通过全体学生谈心谈话，

进一步提供“私人订制”的职业生涯指导，明晰自己个人发展方向。

发挥好院 - 系 - 班级三级联动形式，将个人目标通过文化长廊、宣

传栏、黑板报等形式进行展示，既展示学生个人风采，又发挥公众

监督督促的作用，警惕学生“三分钟热度”的出现。定期举办职业

生涯规划大赛和培训，表彰嘉奖在个人生涯规划中发挥优异的学生，

同时形成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让职业生涯规划成为高

职学生进步成才的强大助推器。

（三）完善日常选拔、培养与考核评价机制

学生干部培养过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其中从选拔到培

养、再到考核评价更是层层递进，不断深化的阶段，每个阶段都

是学生干部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应从学生干部日常选拔、学生

干部培养、学生干部考核等三个维度开展工作。

万事开头难，学生干部选拔是学生干部发展的重点，在此选

拔过程格外注意选拔的公开、透明、公正，只有在这一前提下，

日后的学生干部工作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怎么样发现真正

有能力、品行高和潜力好的学生骨干是选拔的一个首要前提。我

们切勿只听竞选学生的演讲汇报等间接形式了解情况，轻率相信

学生的“一面之词”，而应该全方位多角度的调查摸排学生情况，

从学生档案到谈心谈话、从个人表现到班级活动、从教室课堂到

宿舍食堂，考察学生的一言一行，结合学生演讲汇报情况作出真

实判断。对于真正有能力但没有意向参选的学生，我们要找出原因，

积极鼓励学生参加竞选，从而真正选拔出可以为班级服务的学生

干部。此外，选拔过程还要多轮次、多岗位锻炼，真正找到学生

干部岗位上适合的学生和学生能够完全胜任的职位。选拔流程中，

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工作管理干部现场组织，务必保证班级或

组织全体学生在场，通过学生依次上台演讲的方式，请全体同学

进行无记名投票、安排无利益相关同学现场唱票监票，最终竞选

结果由学生投票结果、结合了解的竞选学生个人表现及多轮次、

多岗位锻炼情况，综合评价得出，当场公布，公式三天无异议后，

上任工作。

新当选学生干部选拔后，培养过程更是任重道远。一方面要

加强学生干部的日常业务能力培训、知识素养提高及三观引导。

特别是在这大数据、信息化的时代，让每名学生干部掌握好基本

软件使用、表格文字处理、语言表达能力培养等多方面能力。同

时引导学生在品行、学习上做班级或组织榜样的目标，为每名学

生树立学期目标、学年目标及整体目标，实时督促。

另一方面，施行每日学生干部汇报制度，到辅导员、班主任

等学生管理人员办公室每日“签到”，形成养成文化；实施网格

化管理，由每名学生干部负责一个宿舍，做好连接枢纽，实时解

答学生疑惑，使学校可及时掌握学生紧急情况。让学生干部之间

明晰职责，同时相互帮助，即“互相补位，又不越位”的局面。

学生干部的考核评价过程更是学生干部发展成才的闭环之一。

因此形成科学、合理、规范的考核评价机制就尤为重要。考核评

价机制由学生干部成绩、日常完成工作情况、全体同学信任程度

等方面组成，对这些方面进行量化分析和理性判断，评判等级，

即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等次。根据等次评级情况，进

行相应奖励。

（四）加强重点学生干部培养

学生干部群体中职位、分工、数量较多，如何把这些学生干

部“个性化”的培养成才，就显得尤为关键。针对班长、团支部

书记这样的班级工作的带头人，是全体同学关注的焦点，也应给

与更多的责任，他们不仅要完成好自身的各项工作，更要及时关

注其他学生干部的情况及班委整体发展情况，不断推动班级团支

部发展，创造发展活力，活跃班级氛围，以此发挥好学生与老师、

学习之间的桥梁作用。此外还要在学习层面有所突破，品行方面

弘扬正能量，真正做到品学兼优。针对其他学生干部，应结合前

期选拔学生干部发现的特长，结合学生干部岗位，不断鼓励学生

创新创造，发挥个人的最大优势。还有一部分遇到问题的学生干

部也不可忽视，特别在开展工作时遇到阻力、与同学发生矛盾及

个人心理、学习层面出现困难等情况的学生干部，我们应耐心细

致开展谈心谈话，了解学生情况，逐一分析学生干部的问题，帮

助他们迅速调整状态，引导作出正确判断和行为，走出困境。

三、高职学生干部未来发展目标

（一）职业生涯发展目标明晰

结合前文所讲的高职学校学生存在的问题和培养的策略，

学生干部职业生涯发展的目标会更加明确，在个人层面杜绝“摆

烂”“躺平”等不良情况，积极奋进，制定好个人发展的目标，

结合长远理想与短期目标，合理做好个人职业目标规划，将勤奋

刻苦作为实现长远理想的不竭动力。并在个人学习、生活、工作

等方面养成良好习惯，坚决克服不良恶习，久久为功，长期坚持，

利用学校三年的宝贵时间，提升自己，实现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

目标。

（二）个人综合素质能力提升

学生通过在学生干部的职位上积累的工作经验，进而实现个

人综合能力素养的质的突破。这些质的突破主要表现在：通过在

公开场合的锻炼、新闻稿及学期学年总结的撰写和办公软件使用

的积累，帮助学生干部在语言表达和文字运用的能力上显著提升；

通过几年的班级组织活动的积累和志愿服务实践的沉淀，帮助学

生干部在组织协调和实践动手能力得以发展；通过作为学校和学

生的沟通协调的重要桥梁及处理突发应急情况的经历，进一步提

高了学生干部的眼界和格局。

（三）未来就业方向明确

学生干部最终发展的目标还是要实现个人良好发展，说到底，

对于高职学校的毕业生最根本的就是实现就业。通过几年的学生

干部工作经历，他们的眼界格局视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

未来的就业，他们也有了明确的目标和积极前进的动力，他们未

来就业方向也就跃然纸上了，升学、大型企业、公职人员等良好

的岗位就成为学生干部未来美好的就业出路。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学校的学生干部是学校和学生的重要桥梁，

学生干部成长进步有助于学生个人综合能力的提升和职业生涯的

发展；对于凝聚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更是意义重大。同时也进一

步有助于维护高校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对学生未来发展和就业

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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