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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视域下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 CASE 模式研究 
葛  萍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辅导员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关系到高校培养的学生质量和素养。当前高职院校辅导员能力
提升存在诸多问题，更多是依靠理论讲授和自身经验去处理。因此，结合学生工作实际，探讨了在辅导员能力提升过程中的案例导
向法，研究出案例提交（collect）、独立分析（analyse）、团队交流（study）、总结（emend）的案例四步研究法，构建提升高校辅导
员职业能力的 CASE 模式，期待有效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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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对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作为高职院校立

德树人工作的主要践行者，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被提到了新的
高度。当前高职院校辅导员能力提升存在诸多问题，辅导员肩
负了日常管理、资助、招生、就业、学生会、心理健康教育等
一切与学生有关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常常处于依靠自我的
主观能动性自由发挥的状态，任务只求完成就好，被动应对居
多。在思政视域下运用案例（CASE）模式，就是利用日常工作
中遇到的案例组织辅导员进行交流学习，以达到职业能力提升
的一种启发式方法，提升辅导员团队的职业能力。 

一、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内涵 
2014 年国家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

（暂行）》，明确指出辅导员应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党团和班级
建设、学业指导、日常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危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理论和
实践研究等九大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关于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国内学者在教育部文件规定以及
广泛实践调研的基础上，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李琳认为“辅导
员职业能力划分为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素质、职业情感素
质、业务能力素质和媒介素养”；周璇认为“辅导员职业能力包
括辅导员个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和应具备的专业能力。个人综合
素质能力是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所获取的技能，专业能力是结合
工作需要进而积累形成的业务能力体系的能力”；笔者认为辅导
员职业能力是“辅导员完成学生事务工作所必须的一系列诸如
谈心谈话、职业指导、理论宣讲等基本能力以及在工作过程中
形成鲜明职业风格的特定能力”。当然，关于辅导员职业能力的
职业认知，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 

二、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面临的问题 
从目前高职院校辅导员招聘来看，除了思想政治教育、心

理学、管理学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历之外，一般都要求为中共
党员、在校期间要有院级以上的学生干部的任职经历等，辅导
员的能力要求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从目前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
的路径来看，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工作要求和能力培养存在不
一致的情况。 

1.重理论灌输，轻实践培育 
目前，新入职的辅导员实现角色转变的途径就是教育厅的

岗前培训以及单位的辅导员、班主任培训，主要是靠接受理论
教育加强对岗位的理解。入职后，辅导员培训的主要形式还是
听专家报告，会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干
部培养等，对辅导员提升与职业能力相关的理论认知确有一些
帮助，但鲜有实践环节的安排，缺少了与会者主观能动性的发
挥，这种填鸭式的模式很难达到理想的培训效果。 

2.重日常事务，轻培养提升 
辅导员是从事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职业生涯

规划与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学生党团建设等方面工作

的高校教师。在日常工作中，辅导员受学生工作处和二级学院
的双重管理，其他职能部门只要牵涉到学生的工作内容一律找
辅导员。24 小时开机、5+2、白加黑是辅导员工作的真实写照，
所带班级多、分管专项工作多，辅导员工作很多情况下是“无
过就是功”，事情只要完成就可以，材料只要按时提交就可以，
不太在意质量，分管工作调整之后一般就是材料交接，工作更
多是靠自己摸索。高职院校重教学、轻管理的现实导致了在工
资待遇以及职称等方面没有专业老师享受的福利多，也容易引
起辅导员团队的职业倦怠。 

三、CASE模式的研究思路 
为了充分调动辅导员的工作积极和广泛的参与性，在前期

调研、座谈的基础上集思广益，总结出案例导向法在辅导员职
业能力提升过程中的运用。也就是说，在思政视域下运用案例
导向法，将辅导员们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案例组织辅导员进行交
流学习，以进一步提升学生团队的职业能力。主要分为案例提
交（collect）、独立分析（analyse）、团队交流（study）、总结（emend）
四个步骤。 

案例：王同学与同宿舍的其他三个女孩自入学以来关系越
来越，因为宿舍卫生、作息时间不一致等问题矛盾越来越尖锐，
基本无交流。某天，同寝室李同学丢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宿舍
同学都一致认为王同学有嫌疑，要在宿舍搜查她的私人物品，
王同学不同意，情绪一度很激动，双方僵持不下，哭成一团。
有班委主动汇报了这件事情，作为班主任，你该如何处理。 

1.C-collect 
案例导向法以案例作为学生教育管理能力提升的起点，案

例的选择是关键。一个好的案例应具备以下特点: 首先，真实可
靠性。案例不可主观臆测，应来自于现实，来源于自身在学生
教育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班级的、学院的真实案例，诸如宿舍关
系、人际交往、学业发展、违纪事件处理等；其次，典型代表
性。所选案例要具有代表性，本文中的宿舍人际关系以及宿舍
安全问题是每个班主任都会遇到的案例；再次，启发思考性。
案例应是能够引人深思的事例，应蕴涵着问题，给辅导员班主
任留有思考的余地。作为学生工作团队一员，在日常工作过程
中要注意总结，及时将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热点问
题整理成案例，及时交流请教。 

2.A-analyse 
案例导向的第二步就是独立分析，在工作的同时思考、研

究案例的解决，是构建学习型辅导员队伍的重要步骤之一。孟
子曾说过“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在学生工
作的过程中独立思考的收获是自我成长的第一步。如果你遇到
这样的案例，依靠自己的经验或者理解，你会如何处理。有的
老师可能倾向于仅仅处理宿舍安全问题，应该立刻找保卫处，
在宿舍搜查找出丢失电脑；有的则认为是由宿舍矛盾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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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先处理小王和宿舍同学的矛盾，第二步再寻找丢失的电脑；
有的则倾向于引导同学和谐相处，学会处理问题。当然，解决
问题的方法很多，只要有利于问题解决就可以。一般年轻的辅
导员会就事论事，只看到眼前的事情，有经验的会先找学生谈
话，集体谈话和分开谈话，同时一定会在交流过程中关注学生
的肢体语言、表情等细节信息的情况，找到下一步解决思路。 

3.S-study 
第三步就是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团体交流与讨论，这

是整个案例导向法中重要的步骤，也是最能激起主体主观主动
性、创新性思维的环节，在研讨中可以自由表达，各抒己见，
借助于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更容易在解决问题时收获不一样的
视角。依托前辈、同行的案例处理方式，头脑风暴的过程可以
提升工作效率。在案例导向法中，当参与者阐述自我观点与其
他同事在沟通中共同解决问题时，可以增强团队合作意识，更
懂得倾听。“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
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如人与人之间的协作、
交流、利用必要的信息等等，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得的”[1]。学
习型辅导员队伍的集体学习和构建，它是在独立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集体交流发现自我的劣势，最终实现共同提高，“形成边工
作、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的学习型辅导员队伍，辅导员可
以借鉴同类型事务的最优处理方式，降低学习成本、提高工作
效率”[2]。 

4.E-emend 
案例导向的最终环节是总结，对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以及

类似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学工培训教改中采用案例导向法，
强调以辅导员为主体，以培养他们独立解决问题、团队合作以
及职业能力的提升，加强学生事务处理能力，总结某一领悟的

教育规律和成长规律。将案例的关键点、难点分析总结出来，
指出他人观点的优势与不足，当然，总结的目的不是要得出唯
一正确的处理模式，而是要激励大家进行主动的思考。“一方面
有利于经验的分享，将各自的优势进行互补，以点带面；另一
方面有利于老带新的传承，形成工作特色和传承”[3]。案例研
讨的目的不是让辅导员们简单地背诵现成的原理和结论，而是
通过交流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发散性思维，
在遇到学生具体问题的时候能够举一反三。 

《标准》的出台对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强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培养不仅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
要，更是新时代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内驱力。在思政视域下
运用案例（CASE）模式，是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一次有益尝
试，有助于发挥辅导员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参与热情，进而提
升高校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可以在其他院校进行推广，希望能
为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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