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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引领下高校辅导员职业精神培养路径研究
曹　旭　杨　梅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1131）

摘要：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政治教育的主力军，也是大学生在校成长的引路人。在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的情

况下，高校辅导员的教育任务更加艰巨，因此培养高校辅导员的优秀品质和提升综合职业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工匠精神是从业人员对

所在工作岗位的态度和理念，高校辅导员的职业精神培养应以工匠精神为引领，提升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感，使其坚守对职业和人生的敬畏，

强化自身修养，对创新求变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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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通往社会的人生引路人，一名优秀的高

校辅导员只有具备优秀的综合职业素养和较高的个人能力，才能

够真正为大学生的全面良好的发展提供基本的保障。高校辅导员

是高校德育工作开展的主力军，要做好这项工作就需要工匠精神

的引领。以工匠精神引领，培养高校辅导员精益求精、爱岗敬业

的职业精神，也是强化高校辅导员教师队伍建设，提升高校辅导

员工作质量的重要抓手。

一、培养高校辅导员工匠精神的必要性

（一）培养高校辅导员工匠精神是辅导员职业发展的必然要

求

高校辅导员本身就具备教师和管理的双重责任，是大学生思

想道德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力军，也发挥着直接管理高校大学生的

作用。目前，高校辅导员的工作虽有了一定的范围，但是很多高

校辅导员对自身职业发展的定位并不清楚，不仅扩大自己的工作

范围还加重自己的工作难度。高校辅导员若想更好地管理大学生、

指引其不断积极向上发展，就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职业素养，

明确自己的职业发展需求。对此，他们需要深刻理解和发挥工匠

精神，将这份工作中所蕴含的力量和价值发挥到最大程度。

（二）培养高校辅导员工匠精神是落实立德树人、培养学生

成才的重要保障

高校辅导员是培养大学生思想道德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力军，

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指引学生在校期间健康的成长，

从而为社会和国家发展做出贡献。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就是关于“人”

的培养，辅导员每天面对形色各异的学生，需要具备极大的爱心、

耐心和专心，只有坚定明确的立场，才能发挥出辅导员最大的教

育价值。“立德树人”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也是每一位教育工作

者毕生所追求的目标。优秀的匠人使将自己的一生和工作紧密结

合在一起，用最纯粹的心孜孜不倦的、心无旁骛的将这一工作发

扬光大。高校辅导员的工匠精神就是要具备一颗纯粹的心，始终

如一。目前，高校大学生均以“00”后为主，他们的思想活跃、

个性差异较大、心理也不够成熟，加之社会对高校大学生期望也

在逐渐加大，辅导员的工作压力也在加重。高校辅导员的大部分

精力与时间都浪费在了处理大学生的各项事务上，很难将立德树

人的教育目标贯彻落实下去，工作达不到严谨的要求，更不用说

精益求精的层面。

（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需要培养高校辅导员的工匠精神

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内容本身就是平平淡淡朴实无华，但要将

平凡的工作完成的出色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在平凡的工作中始终

保持着对不平凡的追求，就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不断总结和反思

自己的工作经验，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沉淀自己，提升自己的工

作能力和知识水平，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工匠精神正是每个行

业中所需要提升的一种优秀品质，高校将工匠精神引入生活以及

工作当中，因此，处于高校教育工作第一线的辅导员应该将“工

匠精神”应用于教育管理中，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职业信仰和追求。

二、工匠精神引领下高校辅导员职业精神培养路径

（一）培养辅导员踏实专注的人文气质

高校辅导员应在平时的工作中做到学习上严格要求学生，对

学生在校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拉近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但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会伴随着一些弊端，例如没有威信，难以让

每个学生都服从管理。长期以往，一些辅导员在这样的环境下往

往会产生放弃的想法。对此，辅导员一定要静下心来，坚持下去，

在繁多的工作中保持初心、踏实专注、沉淀自己、充实自己。踏

实专注往往是形容进行某种活动中表现出的认识严谨、一丝不苟

的工作精神状态。对于高校辅导员而言，保持初心、踏实专注的

精神状态是必须要具备的，这也就是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对

象所决定的。高校辅导员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大学生德育工作，

也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政治教育的主力军，从事大学生行为管理工

作，更是高校师资队伍重要的一部分。育人的责任重大，高校辅

导员较好完成教育工作任务的前提就是具备踏实肯干和专注严谨

的工作态度。目前，部分高校辅导员的“三分钟热度”工作态度，

不仅影响了教师的成长和发展，还造成了职业疲劳。俗话说，做

自己的工作，爱自己的工作，钻自己的工作，既然选择了大学辅

导员的工作，就必须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端正自己的职业角色。

以平常心对待工作中的问题，拒绝浮躁，正确对待各岗位承担的

工作内容，保持初心，务实，专注完成每一项工作，追求卓越，

把工匠精神作为工作的高层次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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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就代表着精益求精、踏实专注的工作态度。作为高

校辅导员，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踏实专注、精益求精地完成

大学生思想道德政治教育工作，认真对待学生所出现的问题，并

及时地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辅导员在进行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中，

要重视细节的教育，在各种大型学生德育活动中，必须把控住细

节的处理。细节问题不仅仅是指学生生活物质上的缺失，还有学

生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发展需求，更有学生自我发展的需求。只有

这样，高校辅导员平凡的工作才能完成的越来越不平凡，才能更

好地传承“工匠精神”。

（二）加强高校辅导员职业情感

高校辅导员的职业情感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高校辅

导员专心致志、全身心的投入进大学生教育管理中，热爱自己的

工作岗位并为其付诸全部的努力。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的关注程

度，辅导员在进行各项工作时是否可以感受到职业荣誉感，直接

影响工作效果。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最大的特征就是需要具备极大

的爱心、耐心和专心。学生从入学到毕业，辅导员都要始终贯彻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理解学生所想，对工作付出自己最大的热

情，努力成为大学生成长道路上的优秀引路人。另一方面是高校

辅导员的职业是否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这就需要辅导员本人不

断对这个岗位深入了解，形成自我满足的内心感受。教育部对于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相关文件中提出，高校辅导员考核结果与

辅导员的职务聘任、奖惩、晋级等相挂钩，定期评选优秀的辅导员，

各大高校也要给予优秀辅导员教师相应的表彰和奖励。

这就表明，国家相关教育部门对高校辅导员教师的工作给予

高度的重视，切实做到为辅导员的工作成果给予认可和奖励政策

支持。辅导员职业情感的深化需要职业意识和职业信念。既然选

择了这个职位，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工作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这

个职位上，并建立起坚定的意志和高尚的信念。此外，大学辅导

员本身也应该在这个专业岗位上给予自己应有的敬畏。敬畏会帮

助辅导员提升自己对这份工作的认同感，然后他会对自己的工作

更感兴趣，并付出自己的感情。然而，若将辅导员当做一种谋生

的手段，就很难获取出色的工作业绩，职业理想也将无法实现。

当辅导员成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事业，不再简简单单地当成一种

谋生的手段，高校辅导员职业情感也会不断增强，提高自己的专

业水平，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努力提升自己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具有价值。

（三）鼓励辅导员对创新求变不懈追求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生的发展需求也在不断更新，

这就要求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内容和方式也要不断创新，做到与时

俱进，辅导员的专业水平也会对工作的开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对

此辅导员就必须及时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以适应时代的快

速发展。各地教育部门也应开设形式多样的辅导员培训活动，增

加各位辅导员之间的交流学习，提高辅导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

业综合素养，以创新的工作方法为基础，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教

育部门也颁布一系列的关于辅导员的相关文件，其中提到各大高

校应建立辅导员的培训计划，组建形式多样、层次分明的培养体

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理解时事热点，关心国内外大事；提高管理学生的能力，开拓教

育与管理思路，提升解决问题的的能力。

辅导员对待工作既要精益求精、爱岗敬业，观念要更新。首

先是教育理念的创新。信息化的社会环境下，电脑、平板和手机

等等网络终端设备早已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辅导员应学习

最新的教育理念和创新育人方法，带着问题开展工作的研究，并

将研究成果反作用于工作实践中。高校辅导员还应具备收集、整合、

分析有效信息的能力，时刻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开展个性化、

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大学生可塑性较强，就需要辅导员付出极

大的耐心和细心来发掘学生的优势，并以此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与此同时，辅导员应做好两个衔接，其一是科学技术和思想道德

之间的联系；其二是在校教育与社会工作之间的衔接。贯彻落实

创新教育理念，把握工作的自主权，才能进一步增强工作的前瞻

性和主动性。辅导员在开展大学生教育时，科学融入网络信息技术，

创新自己的工作技术，为高校教育增加新气象。

三、结语

简而言之，高校辅导员是奋斗在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政治教

育的最前线的教师，是高校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新

形势下，高校辅导员践行工匠精神必须具有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和

担当精神。高校辅导员要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时刻了解当代大

学生的思想变化，不断创新教育方式，运用科学、个性和有针对

性的管理方法，将工匠精神传承和发展下去，对学生的教育和管

理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将学生的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为社会发展输送更多、更好的高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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