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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辅导员学生管理创新路径研究 
周悦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蚌埠  233000） 

摘要：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学生管理工作是一个难点，不同于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的管理工作，因其办学体制的独特性，对于辅

导员的综合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基于目前中外合作办学中存在的学生管理问题，辅导员应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强自身综合素质

建设，学校应完善辅导员考核评估机制，加强党建引领作用，形成学生，辅导员，中外教师，学校协作共赢的局面。以完善的辅导

员队伍建设，通过学生管理机制的创新不断夯实中外合作办学持续健康发展。 

Research on Innovative Paths for Student Managemen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Counse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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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is a d

ifficult poin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nagement of full-tim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Due to the unique natu

re of its educational system,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unselors. Bas

ed on the current student management issues in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counselors should innovate thei

r work methods and strengthen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construction. Schools should improve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counselors, strengthen the leading role of party building, and form a win-win situation f

or students, counselors, Sino foreign teachers, and schools in collaboration. By building a sound team of counselo

rs and innovating student management mechanisms, we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外合作办

学在目前中国境内已越来越普遍。截止 2020 年，我国共有经教育部

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2300 多所，其中本科以上项目超过 1200

个。[1]随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数量不断增加，更多的学生参

与其中。如何有效的管理学生，提供以生为本的的管理和服务成为

值得思考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辅导员的素

质和能力。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提高学生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是影

响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一个关键点。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管

理上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考虑到其招生方式，教学模式，

师资队伍，学生毕业就业的特殊性，传统的辅导员工作方式方法存

在许多需要改进优化的方面。中外合作办学辅导员应创新学生管理

模式和方法，基于办学实际和管理经验，构建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

模式，为中外合作办学综合水平的整体提升，办学体系走向成熟打

下良好的基础。 

学生生源存在的问题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费较高，学生的家庭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

实力才可能进入这个项目。参与这个项目的学生普遍家庭条件较好，

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就导致学生的高消费性以及攀比意识严重。

参与合作办学的学生由于富裕的家境，以及“精英”的父母，思想

前卫，大胆，具有开朗活泼的性格，但是缺少生活的磨砺，心理素

质较差，心理成熟度不够，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易于形成物质上的

攀比，面对学习生活上的挫折容易形成挫败感，产生心理问题。学

生自我中心意识较强，不受管束，有个性，不服从管理。辅导员在

进行班级管理时，面临着班级凝聚力较差，学生人际关系矛盾较多，

宿舍管理难度较大等问题。中外合作项目的录取分数线普遍低于同

批次的高考投档线，这就使得生源质量不高，面对整个学校而言是

“弱是群体”。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高，往往需要辅导员进行督促监

督，学生离开父母，缺少了父母的管束更容易丧失学习的动力，形

成散漫消极的生活状态，甚至出现沉迷网络，旷课，夜不归宿，流

连酒吧等违背学生行为规范的行为。辅导员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

不仅需要兼顾和同校其他学生一样的学生的学习管理，生活管理，

同时还要兼顾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学生出国留学的各种费用，

手续，签证，文件的处理，学生档案的整理，学生出国后涉及的各

种问题的处理，所以看似简单的辅导员工作事实上比其他专业同校

的辅导员任务更重，技术难度更高，涉及问题更复杂。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安排较为紧密，除了学习英语课程外还要

学习专业课程，学生远离父母家乡，心理上会产生疏离感，国内课

程结束后还要远赴国外求学。面对异国他乡陌生的环境，生活和学

习的压力都会形成心理上的挑战。学生父母认为孩子在学校有老师

管理，只给孩子提供金钱上的支持，用金钱弥补空间上距离的缺失，

行为上的纵容导致学生沉迷于物质享受，盲目攀比，奢侈消费，而

家长对于学生的管束起不到较大作用。[2]学生大多尚处在 19，20 岁

的年龄，容易步入歧途，产生心理问题，尤其是受西方意识形态的

影响，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容易对于社会主义

制度产生多元化的看法。而对于辅导员来说：如何及时从源头发现

问题，将问题根源扼杀在萌芽状态； 如何纠正已产生的心理问题，

疏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活学习方式；如何避免心理问题恶化产生严

重后果都是值得思考的。 

学生管理制度的问题 
985 和 211 高校因其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对合作院校有较大的

选择自主权。但是大多数高校因国际影响力较低，对于国外高校的

知名度依赖较大，考虑到较高的办学成本，生源数量的局限性以及

资金需求造成较高的学费，一些办学机构只能考虑通过降低招生标

准来保证生源的数量，以高额的学费作为办学资金的补充。但是，

这就造成学生质量参差不齐，很多英语水平较差的学生被招收进项

目，对于学生整体的学业管理形成困难，辅导员以及学校素质不同

的学圣，管理上会形成个体差异，毕业生培养质量的不达标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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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的高要求势必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以及培养出的学生不

符合就业市场对于人才规格的要求。[3] 

学生的管理主要依据高校现有普通全日制本科生的培养模式，

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条例。然而，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的教学模式，

课程安排，考核制度，教学方法等都与全日制学生有所不同，且考

虑到其国内学制只有两到三年，签证办理及外方高校对雅思成绩的

要求，全英文授课对英语能力的要求，都会导致对于合作办学项目

的学生需要采取一种不同于全日制学生的管理模式。[4]同时，在职责

任务上可以拓展其职责范围，比如加强对于学生课业的监管，作为

班主任可以在期中期末可以用中文对学生的课业进行辅导，帮助学

生对英文专业课程答疑解惑。而这些任务的实施都需要辅导员具备

比全日制在校生普通辅导员更全面的素质。因此，中外合作办学的

辅导员也应当采取一种不同的考核评价方式，在绩效考核，评奖评

优上也应当有一些政策性的倾斜。 

学生党团工作难以开展 
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在国内的时间较短，并且受学业压力，以

及与学校整体的党组织联系较少，并不完全参与学校党委组织部分

配给党支部的各项活动和任务，学生党建活动较少。学院也没有组

织学生参与具有思政教育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赴外留学的向

往减弱了对于入党的渴望，没有真正形成向党组织靠拢的意识。学

生在国内的一般只有两到三年，无法完成从积极分子，发展对象，

预备党员，正式入党的全过程培养周期，一些学生出国以后入党的

手续办理存在阻碍，还有一些学生在国外缺少党组织的思想引领，

价值观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腐蚀对于党的信仰发生动摇，都会造成

党组织工作开展的困难。目前，党建工作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为开

主题班会进行思想政治宣讲，组织参观党史学习教育实践教育基地

等，较少使用新媒体和网络信息技术平台。作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的党建工作缺少对教育模式的创新深入的研究，辅导员对于学生党

员的教育培养存在局限性。 

思政工作方面的问题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个性较强，独立思考能力较强，叛逆

心理较强，显性的说理性的思政教育往往学生不会接受。而中外合

作办学的学生在国内完成学业后就会出国接触西方的更为多元化开

放的文化价值观念，如果缺少思政方面的教育，在面对西方思潮影

响时，就会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些学生政治敏感性较弱，价值

观尚未完全形成，对于事务对错的判断力尚不成熟，面对西方的意

识形态，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在西方文化的新鲜感中失去对于中

华内涵文化的坚持。[5]因此，思政教育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来所

说具有更加迫切的需要。而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辅导员大多为全日

制普通专业转来的，辅导员缺少对于国际形势的了解，没有西方的

教育背景，对于中外文化差异以及思政教育的理解不全面。岗前培

训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相关知识了解较少，上岗后缺少实践经验，

对于学生的思政教育不够重视，弱化了思政教育在办学项目中的必

要性，止步于琐碎的事务管理，没有及时关心学生的思想动态。 

辅导员学生管理应对措施 

学生党建工作 
合作办学的学生的党建工作，应注重活动的国际化，特色化。

在争取学生积极入党的同时，加强党建活动品牌化建设。创新党建

工作载体，利用“学习强国”，“易班”等新媒体平台，拓宽党史学

习教育覆盖面，营造积极向上的党建活动氛围，将党建活动和学生

的日常学习生活，以及出国准备相衔接，通过党建活动为学生提供

精准富有意义的学习素材，端正学生对于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认识，树立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朋辈帮扶，吸引更多优秀

学生入党，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让学生在出国前和出国后都能树

立正确的国家，民族意识，不断向党组织靠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6]同时视频聊天的方式与出国党员发展对象进行线

上交流，听取其思想汇报，对于其学习，生活状态进行指导，保障

党建工作在国外规范运行，确保学生党员海外培养不间断。[7]用好活

动载体，充分发挥辅导员在党团活动中的作用，让学生在暑期社会

实践中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思想政治课，

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8]辅导员应对学生的思政学习状况进行定量的考察和定性的评估，确

保学生真正从思想上和行为上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定

正确的政治信仰，保障合作办学所培养人才政治立场的坚定性。[9] 

完善辅导员准入和考核机制 
中外合作办学的辅导员聘用应充分考虑到是否具备一定的素

质，比如海外留学的经历，思政教育能力，开展党支部活动的能力，

心理辅导，就业及职业生涯规划等相关工作的能力。辅导员应具备

海外交流学习的经历，亲身感受过国外大学的课程设计，并具备较

为出色的英语交际能力。学校应提供给中外合作办学的辅导员国外

交流访学的机会，让辅导员了解国外先进的教学模式，课程设置，

考核方式，精进外语沟通技能，掌握合作办学专业所开设课程的专

业理论知识，了解国际教育发展状况和各国发展模式，不断完善辅

导员的自身综合素质。这种亲身体验的经历可以给予辅导员对国外

教育体系产生更为直观地感受，从而在回国后给学生提供针对性的

指导和帮扶，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对于出国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

预防措施，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辅导员应针对学生特点模仿国外

院校开展一系列的特色活动，使学生预先熟悉国外的教学活动和学

习方式。 

合作办学辅导员的管理与考核机制应该与普通辅导员区分开

来，同时在薪资奖励，绩效考核，评优评奖方面有一些政策上的倾

斜，充分调动合作办学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应逐步建立合作办学

辅导员独立的管理模式和考核机制，完善合作办学辅导员的整体评

估考核方式，使制度逐渐成熟化规范化。对于表现较好的辅导员应

该给予物质上的奖励，精神上的表扬，树立榜样意识，为其他辅导

员设立一个可以模仿学习的标杆。 

促进辅导员整体素质提升 
制定和落实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相关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是十分

必要的。应制定相关的制度法规，将辅导员聘用，职称，升职，考

核所应当具备的具体条件进行明确的说明，将奖惩措施落实到位，

使辅导员评聘考核有依据有标准。对于合作办学的辅导员的出国访

学，住房分配，考核晋升应当加强政策倾斜，确保辅导员队伍不断

完善，队伍人员素质不断提高，着力打造一支对学生成长成才具有

积极影响作用的辅导员队伍。同时，应加强队伍的稳定与流动性并

存，加强人员流动机制，固化的人员构成会造成辅导员工作积极性

减弱，缺少竞争的紧迫感，面对事务责任意识松懈。加强队伍流动

性可以减少学缘单一性形成的思维局限性，引入新鲜血液，增加队

伍活力，促进队伍整体优化。对于辅导员职责分工应具备明确的任

务划分。不同的辅导员往往面临相同的工作任务，比如学生综测成

绩计算统计，学生评奖评优，党员发展，学生考勤管理，团学组织

建设等。同一个学院应当转换传统的科层式管理，采取扁平式组织

结构，每位辅导员负责具体的几件事情，使辅导员的职责分工精细

化，专业化发展，确保工作任务落实责任到人，工作效率不断提升。

辅导员在进行学生管理的同时，也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科研能力，鼓

励辅导员多撰写科研论文，深入研讨学生工作的重点难点，交流分

享经验。辅导员需要加强学习，学习学生管理的各方面知识，如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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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就业创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等。围

绕这些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结合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完善自己的职

业素养和知识体系，成为这方面理论与实践的专家。逐步建立辅导

员在学生中的威信，以言传身教引导学生学会学习生活，充分发挥

师德表率作用。[10]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管理 
中外合作办学需要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体系。根据学生的

成长特点，发展需求，就业需求，外方学校课程要求，设计围绕学

生为中心的学生的学习生活管理体系。辅导员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

成绩设置讲学金奖励。将雅思提前达到外方签证要求的学生作为榜

样，让这些学生进行学习方法宣讲，并对他们进行奖励，以模范师

范作用引导学生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学习之中。其次，辅导员应加强

柔性管理，注重人文关怀，关注学生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关注

其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对于学生因为失恋，考试不及格，宿舍关

系失和等引起的一系列矛盾问题给予正确的指导，鼓励学生克服困

难，积极应对生活中的失败，勇敢的战胜困难。 后，辅导员应当

了解学生对于合作办学项目提出的意见建议，对于学生的合理诉求

予以满足，同时重视学生对辅导员老师的评价和反馈，对办学项目

中存在的教学弊端，生活管理漏洞以及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及时向

上级领导汇报并做出相应的纠正与改革。辅导员应做好学生和任课

老师之间沟通桥梁的作用，将学生对任课老师的评价及时反馈给老

师，比如课程进度过快，学习任务过重，压力大，老师语言表达不

够清晰，对于课程的需求等，及时反馈学生对于教师的评价、意见、

建议，保证学生与老师关系融洽，沟通顺畅，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辅导员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生干部的能力培养，

在学院组织建立学生会，并在校务管理委员会中设立学生代表的席

位，使学生对学生整体工作具备话语权。学生代表应充分发挥自身

主观能动性，将学生在生活中，学习中的诉求进行反馈，同时参与

决策，参与学校管理，使学生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11]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是中外合作办学辅导员工作中必不可少的

任务。辅导员应采用一些心理心理测试方法掌握学生入学时的心理

状况，比如大学生人格问卷（UPI）,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中外

合作办学的学生课业负担较重，刚刚离开父母尚无法完全独立，面

对出国在生活和学习上形成的挑战都有巨大的压力。有些学生雅思

考试多次无法通过，有些学生多门专业课不及格，有些学生离开父

母又经历失恋，有些学生面临申请签证的经济担保负担，这些问题

都会给学生带来较大的心理影响，产生焦虑等负面情绪和心理障碍。

面对这些问题，辅导员应当从源头上找出问题的根源，引导学生理

性思考，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通过沟通交流帮助学生

走出困境，避免因心理问题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同时，辅导员在

日常管理中要注意引导学生营造和谐的学习生活氛围，利用圣诞节，

中秋节，元旦等，组织各种活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为学生

健康积极的生活创造友好和谐的环境。 

强化语言技能与学风建设 
在学习生活中，辅导员应注重学风建设。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

大都来自富裕的家庭，缺少勤奋刻苦学习的意识，综合能力较强，

发展较全面，但学习专研能力较弱。因此，辅导员应鼓励学生将时

间精力投入到学业任务中去。加强外籍教师对学生课业的指导，同

时举办讲座，经验分享交流会，学生宣讲团等形式让学生对于异国

的文化有深入全面的了解。让留学回国的学生介绍学习方法，国外

生活技巧，注意事项的讲座，通过提问互动等方式，满足学生对于

出国后生活学习的好奇和疑惑，提前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提高学

习自信心。辅导员在日常管理中也应当注意引导学生创造良好的学

习氛围，尤其是有益于英语语言学习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在宿舍

用英语对话，定时检查学生的单词背诵情况，举办雅思培训班，开

展英文文艺汇演，举办英文辩论赛等，创建英语角，加强外教与学

生的交流机会和频次，为学生的英语学习营造浓厚的英语学习氛围，

让学生充分浸润在语言环境中，有效提升英语语言学习的效果和质

量。[12] 

辅导员应加强学生的管理，对于学生请销假，考试作弊，旷课

翘课，迟到早退，课堂纪律，学籍管理制定严明的规定，制度化管

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所有行为，防止学生离开父母后，缺少管束，

自由散漫。尤其应注意考试管理，端正考风考纪，打消学生作弊违

规的念头，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让学生扎扎实实的学习，杜绝投

机取巧，端正学习态度。 

结语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规模数量的不断扩大，他们逐渐成为

社会知识驱动力群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重在培养可

以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创新型应用能力，

学生的道德品行，社会主义信仰都需要不断地加强和完善。辅导员

作为学生管理的 直接参与者，其引导作用和示范作用不可忽视。

如何有效的管理学生，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解决管理中的

各种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在改革中创新。辅导员应结合具

体管理工作加强自身建设，积极稳妥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整体质量提

升，为社会提供德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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