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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创”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引导作用的探析
齐海明

( 青岛黄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成长”的知心朋友和“成才”的人生导师，随着当代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加重 , 辅导员在大

学生创新就业教育中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针对于“双创”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就业、创业中的辅导与培养作用进行

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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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国

方针的推进实施，面对创新式技能人才供给不足、大学生就

业率低等问题，高校教育事业改革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在高

校教育改革中，鼓励和引导高校大学生创新式就业、创业，

成为高校辅导员工作的重心。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成长”

的知心朋友和“成才”的人生导师，学生在遇到思想、学习、

生活、就业等方面困难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辅导员。培养

身心健全、思想上进且具有崇高理想的技能人才是辅导员工

作的最终目标。

一、加强思想引导工作

首先，加强思想引导工作的准确性。《普通高等学校辅导

员队伍建设规定》指出：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

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

指导者和实施者。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骨干力量，将逐渐成为其创新创业的主要引导者、引路人。思

想教育引导工作是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理论保障，要把创新

思维、创业模式、就业方式等问题准确的传递给学生，并且做

到“以人为本、说理透彻”的教育方式。“双创”教育的思想

教育工作要时刻体现出“理”的要求，注重抓重点、抓事例、

抓时间，让学生直观感受思想教育时代特性，潜移默化的引导

和启发学生更好的完成“双创”能力的提升。

其次，加强思想引导工作的针对性。针对于高校大学生的

创新创业教育，国内众多院校都在探索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思想

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显性教

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在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组织和启蒙教育

等方面也要采取“显性”教育和“隐性”引导相结合。针对于

不同学生群体特性开展不同的引导方式，本着“以人为本”出发，

设置准确、立体的讨论议题，在与大学生的讨论互动、案例分

析中给学生带来“双创”问题的新视角与新广度，提升其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新能力。

二、加强实践引导工作

加强创新能力与社会服务的双重引导。高校“双创”教育

的开展不仅要注重思想教育的引导工作，更要注重实践的检验。

辅导员与大学生联系紧密，在理论教育的基础上引导动手实践，

加强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提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标准的表达形式有很多，例如：技能性实践、文化性实践、

服务型实践等。辅导员要引导学生将学校所学的创新技能知识

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让市场检验其能力高低，得到市场的发

挥才是实践的目的。加强创业是创新的最主要体现，引导和鼓

励结合国家的惠民政策、大学生创业补贴等政策开展创业实践，

将所学知识实体化，更好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在引导大学生

“双创”的同时要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志愿服务”实践，在当

下社会公益服务也是大学生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社会服务也

是红色精神的传递，用多形式、多样式的志愿服务活动丰富大

学生的生活，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人公意识，为推动文明社会发

展助力。

三、引导好生涯规划教育

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要重视对青年一

代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对于大学生而言，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就业人数巨

增等多重因素影响，就业形势非常复杂严峻。辅导员应本着“想

在学生之前，走在时代之前，站在发展前沿”的观点出发，引

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完成职业角色适应，积极

推动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对接。在全国高校研

究生名额扩招的形式下，积极引导学生继续深造。鼓励学生到

基层去工作、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工作、确保每一名学生用尽

其才、学有多用、报效祖国。

辅导员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高校辅导员与学生密切接触，

是大学生教育工作的最直接教育者。辅导员要注意提高自身素

质，制定完善科学的职业规划，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出来，认识

到辅导员群体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中发挥的价值。在其职

业生涯中时刻注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创新创业意识。辅导员

核心胜任力的提升要契合于时代的发展，在引导学生能力提升

的同时大力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职业修养，努力提升其核心

胜任力，从而完善辅导员自身职业生涯的升华。

四、结语

“双创”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

针对于“双创”背景下的学生引导工作，辅导员需要从等多个

方面进行大胆的工作创新引导，注重理论引导和实践引导相结

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辅导员对大学生开展创新创

业教育成为新时代的产物，不仅为大学生群体实现自主创新创

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也为推动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提

供探析，为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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