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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民办高职院校辅导员提升职业认同感的路径探析
吴　浩

（浙江科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高校辅导员在学生学习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

和实施学生日常服务与管理工作。由于社会发展现状及自身认知

等影响因素，导致高职院校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感比较低，且缺乏

明确的职责定位，尤其是高职院校的层级性和特殊性特点，亟需

培养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感，本文就此展开分析，并提出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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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规定，

然而对于培养体系建设以及提升辅导员职业认同感方面还缺乏相

关条文。由于高职院校的学制段，任务比较重，并且比较注重培

养学生的动手与实践能力，从而导致学生的素质水平不一。正是

由于存在上述因素，无形中加大了辅导员工作的挑战性和复杂性。

由于高校辅导员工作多为常规性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相应影响了

辅导员能力的拓展，从而导致辅导员职业认同感比较低。基于以

上方面，需要寻找提升辅导员职业认同感的有效措施。

一、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认同感的认知分析

（一）学校认知

由于高职院校注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实现教育资源共享。虽然教育部门给予辅导员特殊职位，且工作

内容包含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然而学校教育与管理工作中，院校

比较注重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而导致辅导员工作处于被动地

位。学校所实行的制度规范也没有考虑到辅导员的特殊性。在学

术交流、薪金分配等方面没有覆盖所有辅导员群体。

（二）岗位认知

高校在培养人才期间比较注重育人，然而德育在塑造职业精

神与道德品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能够促进职业素质与知识技能

的协同发展。教育部门提出，高职院校教师与管理教师的地位相等。

正是由于教育部门所赋予的身份没有得到充分认可，从而导致辅

导员的地位低下，且薪酬待遇与专业教师的差别比较大，在职称

晋升、科研项目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辅导员不仅要处理学生的

日常工作，还需要做好较多繁杂事务，工作强度和压力比较大。

（三）专业认知

辅导员工作具备较强的政治性和专业性，既要掌握思政教育

理论，还需要具备知识框架体系，这样才能够以理服人。但是高

职院校的辅导员学历比较低，且专业性欠缺，不具备教育学、心

理学以及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常常无从下手。

正是由于失衡感问题，导致辅导员对于职业发展缺乏信心。

（四）自我认知

由于高职院校辅导员缺乏系统性培训，且多数人员将职业作

为职业发展的中转站，没有认识到职业的使命感。在处理事务性

工作时，常常无从下手，职业心态失衡且定位缺失，从而导致辅

导员队伍缺乏明确的职业目标。所以，只有明确辅导员的工作职

责与任务，才能够提升工作效能，促进个人的长远发展。

二、辅导员提升职业认同感的路径探析 

（一）建立和完善辅导员职业发展制度

通过制度建设能够加强工作的约束力和推动力，在政策支持

下，通过制度建设能够确保辅导员职业的稳固性。学校应当提升

辅导员的岗位层级，全面提升辅导员认知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确

保其能够更好地投入到自身工作中，还有助于提升辅导员的职业

认同感。

（二）建立辅导员绩效考核办法

对于辅导员群体来说，由于职业认同感与绩效考核的关联性

比较大，通过设置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有助于提升辅导员对职

业的认同感。联合辅导员的职业特点，结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

并且制定明确的考核激励机制，这样能够从根本上提升辅导员的

能动性。联合辅导员的科研水平、工作内容以及思想状态，明确

奖惩标准，防止辅导员工作出现发展困境。

（三）建立辅导员晋升与职务评审制度

对于部分高职院校来说，管理工作常常存在经费投入不足问

题，并且在辅导员建设资金中出现空缺问题。多数高职院校缺乏

辅导员职务晋升与职称评定制度。因此需要在职称评审中，优先

考虑辅导员的职务晋升，并且提拔工作年限长且绩效优秀的辅导

员，以此发挥出辅导员的价值。

（四）注重培养辅导员的职业素养，提升职业认同感

高职院校由于存在特殊的学制以及培养方案，因此学生管理

工作与科研型、教学型院校的差别比较大。从本质上看，辅导员

不仅要承担思想教育工作，还需要承担起党建工作、助贷任务、

团委工作以及文化建设等。只有确保辅导员自身素养，才能够不

断提升业务能力，降低外部压力与环境的影响，从根本上提升职

业认同感。

（五）提升综合能力与业务素养

教育的发展必须发挥出教师的作用，高职院校教师团队不仅

包括专业教师，也包括辅导员。然而在安排日常教学与科研项目时，

专业教师占据所有分配权，因此对于辅导员来说，应当不断提升

教学与科研水平，扩展研究领域与方向，以此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此次研究主要是围绕民办高职院校辅导员提升职

业认同感的路径展开讨论，文章介绍了辅导员职业认同感的认知

分析，提出提升辅导员职业认同感的有效措施，希望能够对高职

院校辅导员的发展起到参考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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