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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学生会作为各高校的重要学生组织之一，在校园中承担

着协助教师、服务同学等重要工作，因此有着不可取代的作
用。因学生会干部在各方面综合素质、技能能力都较为优秀，
在学生中起到模范作用，每年都有很多竞聘者慕名而来，希望
能成为学生会的一份子。在经过对竞聘者的选拔后，具有较大
潜力的学生会干部队伍也初步形成雏形。面对这支庞大队伍，
对干部成员进行合理培养、设置有针对性的管理制度，是学生
会干部在之后工作中能否各尽其职、取得较高工作效率的前提，
也是高校学生会能否在未来发展中取得新高度的关键。

2  高校学生会的定位与工作流程
高校学生会可视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各个高校的分支机

构，是非盈利性的学生组织，其聚集、选拔、培养了大量优
秀学生干部，日常工作以“为同学服务”为核心开展，承担
着包括文书处理、组织活动、监督与反馈学生动态等多项工
作，其具有自我监督、管理、服务等特征。也因具有明确的
职能、大量的锻炼学习机会、多种类的学生会干部发展培养方
向，高校学生会成为很多学生希望能够加入，锻炼自己提升能
力的最佳选择。

高校学生会一般以执行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成员为主要负责
人，岗位设立和体系结构顺序一般为执行主席、副主席、各部
门部长与副部长、各部门普通学生干事等。由主席团为最高
层，根据不同职能需求，下分支办公室、文艺体育部、自律
维权部等多个部门，其基本囊括全部类型的学生工作具有针对
性，各部门由对应的主席团成员进行主要分管与指导工作。

学生会工作一般由团委负责老师布置给主席团，由主席团分
配任务给各部门并对各部门进行指导、审核工作。如遇重要大
型活动一般由主席团召开集体会议，对任务进行统筹分配，对
各部门工作交接进行协调。此外还有例会、活动总结等多种形
式的会议，以及一些日常工作、团建活动的进行，以便达到分
配与总结任务、督促学生干事、维持学生会正常运营和团队凝
聚力的目的。

各高校学生会换届一般于每年九月份、开学后一段时间进行
从新生竞聘者中进行招新广纳人才的同时，也需要选拔部长、
主席团等管理层。对部长（副部长）一职的竞聘者，一般需
符合已从事一年及以上的学生工作、对竞聘部门工作熟悉等条
件；对执行主席（副主席）职位的竞聘者，需符合已从事一
年及以上的学生组织管理层工作、对学生会及学生工作都较为熟
悉、并具有优秀的综合能力等条件。在管理层职位的基本竞聘
要求中可得知，学生会干部队伍是具有较强的传承性的。

3  学生会工作与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1工作内容重复
高校学生会各部门的设置是建立在其明确职能的基础上，但

学生会干部队伍建设与管理的研究

李海正　宋于硕
1.江西师范大学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中国·江西 南昌 330022

2.江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高校学生会的职能在校园生活中起不可替代的作用；因工作需要高校学生会干部队伍都较为庞大并始终聚集着一批较
为优秀人才。对于这支队伍需有更加适合的管理方式，才能使其工作效率达到最高充分发挥组织职能。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
上，结合高校学生会队伍现状，提出学生会干部队伍在建设与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精简队伍的意见。

【关键词】高校学生会干部；管理制度；队伍建设

在一些重要活动中工作重复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如晚会类活动的
幕后工作、工作绩效评估的材料整理工作等；根据实践情况可
得知，导致任务重复的原因包括工作量大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完成
的任务没有进行正确的衔接沟通、出现无人负责的工作盲点等；
而除去不同部门合作完成的工作外，同级管理层（如部长与副
部长）也会因任务分配不当、交流不密切，导致完成效果不
佳，互相推卸责任等问题。

3.2组织结构臃肿
高校学生会工作量大工作内容繁杂等原因，部门较多且对人

员需求较大导致学生会干部队伍庞大，组织结构臃肿部分工作难
以深入监督和更进。学生干部数量较多每个团队中多少会存在一
些混水摸鱼工作效率低的学生干部，也会因此出现拖慢工作进度
等情况。

团队建设培养方面因学生会干部队伍人数庞大培训难以做到
精确；不同部门有不同职能和工作发展方向培养内容有差异。
在团队管理和工作开展方面无法跨阶层进行直接干涉管理，层级
间信息的传递速度慢会存在遗漏的情况执行力低；下级进行工作
汇报也需层层反应反馈效率较低；任何层级出现工作问题都难以
及时弥补；因任务下达时经手人较多，会出现负责人不明确难
以追究责任的情况。

3.3人际关系网复杂
高校学生会队伍成员除在工作上有合作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交

集，因此实际工作情况也势必会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换届招
新工作因关系过于亲密走而后门造成学生会干部队伍质量下滑；
学生会干部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的恶性竞争；部分学生干部生活
作风不正破坏学生会良好形象和模范作用；学生会中官僚气息过
浓导致很多优秀人才望而却步造成人才流失。在没有针对管理下
人际关系网的复杂会导致内耗过于严重，上级、负责人、指导
老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内耗问题或者引导外界舆
论，更大可能会败坏学生会声誉导致人才流失等系列问题。

3.4模范作用不突出
学生会干部都因具有较为优秀的综合素质而竞聘成功，但如

不进行正确的培养和引导难以做到全方面发展；不加以监督可能
导致学生会干部在某些方面受到不良影响；部分学生会干部心态
和思想等内在方面出现问题，在生活中耍官腔、滥用私权。此
外，学生会干部的竞聘要求中对学业成绩具有一定的要求，一
般为班级的前百分之三十，但在队伍中仍能发现较多学生干部成
绩不符合条件。学生会干部因工作较多而得到较多锻炼，也因
此受到较多不定因素的影响，如不加以监督和培养会使得学生会
干部队伍质量良莠不齐，难以在学生中起到模范作用。

3.5工作接力不当
学生会干部队伍具有较强的传承性，尤其是管理层其工作岗

位胜任者需要对其部门、学生会整体具有较为深刻了解。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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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接班人培养时期导致最终胜任者不完全符合要求，较为冷门
的部门竞争情况较弱甚至存在无人竞聘的情况。如不解决该问题
会导致工作接力不当、任务滞留和队伍建设倒退等情况。

4  管理制度的优化和解决问题的对策
4.1 明确部门职能及任务：
针对任务重复或者遗漏问题，因加强对部门职能明确重新规

范相关部门职能补充忙点避免冲突重复。在工作中如发现部门职
能较弱工作量明显低于其他部门，或者部门工作内容较多工作量
较大等情况，应该及时的对部门进行合并整合或者扩招。

4.2设置严格考核标准及奖励对策
学生会干部队伍质量需要进行进一步提高。通过对竞聘招新

日常工作等考核标准的重新制定，从工作业绩情况上级下级反
馈、学业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细化，定期对学生会干部工作和整
体素质进行评估。可适当设置对学生干部学习成绩具有硬性要求
或将学业情况纳入竞聘和日常考核标准中。对应因设置一定奖励
对策以激发队伍积极性。通过进行考核制度和奖励对策的重新设
置，以达到提高队伍综合素质激发队伍主动性和凝聚力的目的。

4.3精简队伍成员
对于学生会干部队伍庞大的问题需要对队伍进行定期的筛

选，可以从招新竞聘前资格审查、竞聘成功后试用期、任职后
定期考察等方面进行。学生干部任职后上级可对于定期评估不合
格、倒数几名的成员进行警告或有权对其职位进行罢免。通过
逐步提高标准多次竞争筛选的方式，给予队伍成员压力促进学生
会队伍内部良性竞争、激励学生会干部定期淘汰不合格者已达到
精简队伍的目的。

4.4重视日常培养工作
注意日常培养和引导是学生会干部能否全方位发展的重要一

环。对学生会干部定期培养从工作技能到思想建设等多方面进
行，在培养过程中应通过分期、分组培训的方式以达到培训落
实精确。不同职能部门的培养应该具有差异，做到术业有专攻
使学生会干部队伍具有专业性。

4.5实施监督与同学反馈机制
对学生会干部监督具有必要性，做到及时纠正学生会干部的

不良行为避免后续不良影响的产生。应设置督查小组对学生会干
部进行日常工作、生活作风等方面的监督。并设置同学反馈机
制定期接受其他同学反馈。得到不良反馈及时采取措施起到避免
不良影响引导学生会干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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