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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研究综述 
麦热艾提·叶尔肯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830017） 

摘要：辅导员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也是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主力军和最前线的践行者。本文通过梳理有

关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的研究，在肯定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研究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研究中存在的内涵及结

构不清晰、研究结果缺乏科学性和内容分析不够透彻等问题，以期为未来的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研究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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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辅导员”这一称谓和职业的演变是从新中国成立前，是

中国共产党在军政干部院校实行的“政治指导员”制度开始。新中

国成立后，在高校范围内正式提出并执行了“政治辅导员”。顾名

思义，政治辅导员其就是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随着时代的

变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需要，原“高校政治辅导员”演变为“高

校辅导员”，国家、社会都对高校辅导员给予了更多职责要求，不

仅要求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且还有负责学生其他事物管

理及学业指导发展等。从而，随着国家不断重视思想政教育、重视

辅导员队伍并依次发布相关政策文件，也引起了不少学者们对高校

辅导员的关注和研究。 

一、我国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研究概况 

本研究基于国家对辅导员政治素养的重视程度，本文通过中国

知网（CNKI）文献检所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篇名含有“高校辅导

员”的研究共有 22942 篇，含有“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的研究有

20 条，经过扩大相关检索内容发现，虽然都并不完全以高校辅导员

政治素养的标题进行阐述，但有关辅导员思想政治素养、政治素质、

政治信念、思想素质、政治定力、理论素养等内容上都认可并强调

了辅导员的政治素养是该职业的核心和重要性。经分析、归纳总结

研究发现，相关研究基本上以三种方向开展： 

1.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的内涵、结构及重要性的研究 

白杨认为，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是辅导员作为高校政治参与主

体，在不断深入政治教育中形成的政治认知以及在政治实践活动中

通过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

信仰和政治行为等能力方面的综合表现。[1]陈昕认为，国家一贯重

视辅导员政治素养，强化政治素养也是新时代对辅导员提出的要

求，同样它也能有效缓解辅导员职业倦怠的途径。[2]姚海田、胡晓

波指出，政治素养是指在政治立场、政治水平、政治品质和政治素

质等方面的修养，是高校每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备的基本条

件。[3]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是首要素养，它包括政治认知、情感、

信念、行为等素养。[4]苏亚杰认为，政治信念是辅导员专业素养的

核心要素，是统领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灵魂。[5]张涛认为“思想

政治素养是确保辅导员工作的底线之一，也是确保高校育人工作确

保方向、坚定基本原则的基础。[6]赵振增、梁娟也提出了，高校辅

导员政治素养的重要性，也谈到基于国内外出现的复杂变化，包括

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时的社会内部矛盾以及国外敌对势力对我

们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带来的影响，也都需要我们辅导员利用自己

较强的政治素养进行正确教育引导。[7]胡沐辉指出，高校辅导员政

治素质是首要的，其次是专业知识素质，再次是法律素质，最后是

人文素质。[8]彭庆红指出，高校辅导员的素质结构中，最核心的是

思想政治素质，其次是管理能力素质，第三是专业知识素质。[9]张

劲、蔡新会总结出，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素养结构及基本要求，首

先在知识方面，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时事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知识；其次在

职业意识方面，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同时要品行端正、热爱

学生和思想政治工作，要有奉献精神、责任感，能以身作则、为人

师表；再次在能力方面，具备政治分辨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最后

在技能方面，具备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及开展工作的技能。
[10]赵丹认为，政治理论素养是辅导员开展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基础。[11]

孙洪凯、王延培、孙玉华等认为，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前提是教师

自身的政治素养，因此教师的政治素养要包括教师政治知识、政治

情感和政治参与能力等三部分的内容。[12] 

2.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的现状研究 

李正军经调查得出，绝大多数辅导员能够做到勤奋工作、乐于

奉献，但也存在知识结构单一、理论素养不高等问题。[13]靳玉军提

出，高校辅导员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二是部分辅导员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

不坚定；三是宗旨意识不高；四是政治敏锐性不强；五是能力素质

不高。[14]符成彦指出，当前辅导员队伍建设中存在思想建设不够积

极的现象，原因有，专业背景复杂和职业培训有限等。[15] 韩志鹏、

田洪森 、张秋月等认为，辅导员政治理论学习不足，原因为很多

辅导员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出身，所以面临学生很多问题

时很难进行教育引导，也不太善于用相关理论来阐释一些问题。[16]

王敬涛指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存在问题及原因，存在问题有，理

论基础薄弱，不能适应队伍建设的新时代发展需要，原因有，高等

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日常管理和服务事项的增多，一些辅导

员忽视了理论知识的学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17] 

3.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提升研究 

学者张涛从高校的角度提出，强化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素养的

途径，一是要推进以“自觉学习”为核心的动力机制；二是要健全

以“理论研究”为支撑的引导机制；三是要强化以“知行合一”为

理念的保障机制。[18]李非，匡素芳提出，增强高校辅导员的政治定

力措施，一是学校要完善相关制度，促进辅导员政治定力提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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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辅导员要注重自身政治素养，在理论学习有坚定理想信念；三是

加强红色文化熏陶，促进辅导员增强“四个自信”；四是坚持以学

生为本，在实践中要积淀深厚的政治定力。[19]赵振增、梁娟提出了，

提升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的途径：一是严把入关，辅导员招聘中把

政治素养列为首位条件；二是加强建立辅导员政治思想培训机制；

三是形成辅导员政治思想监督机制；四是加强对辅导员政治素养问

题的研究。[20]刘涛、张胜利提出，高校要坚持党的思想指导，严格

把关思想政治素质，一要提高门槛、扎进篱笆，淘汰那些觉悟不强、

动机不良的人，选中选优聘用并提拔优秀的大学生思想工作者；二

要建立辅导员政治理论学习大平台，创建系统的培训制度；三要深

入学习十九大精神，辅导员要掌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21] 

二、我国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研究述评 

1.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研究的贡献 

诚如前述，梳理完我国关于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的研究发现，

已有的研究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范式对高校辅

导员的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学界们对高校辅导员的研究主要聚焦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专业化、职业化、角色定位、胜任力、职业

倦怠、职业素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不仅丰富了相关研究，也取得

了不少成果。综上，学者们都一致认为，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教育

工作的骨干力量，政治素养的重要性，都表明了对于高校而言，政

治素养的具备与否、高和低，关系到高校和谐、稳定的发展；对于

高校辅导员自身而言，政治素养关系到自身能否做好本职工作这一

中心环节，也决定自身职业发展的前景；同样对于大学生而言，成

为影响其成长成才的关键因素。这些也都对后续学者们了解高校辅

导员政治素养的构成、对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的进行调查研究的工

具等奠定和提高了一定的基础。 

2.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在高校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如此重要的背景下，已有

的研究中，不同领域学者们对高校辅导员的政治素养问题，进行了

很多方面的探讨。但经梳理发现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内涵

及结构不清晰，虽然有各领域学者站在不同视角对辅导员政治素养

内涵和构成内容进行了探讨，但也没有进行系统的阐述，导致内涵

和结构出现各式各样，不统一。第二，研究结果科学性不强，相关

研究大部分学者采取了思辨研究方法，内容都基于一些自我经验和

观察，没有开展实质性的调查和科学性的分析。第三，研究内容不

够透彻。大部分研究都对辅导员政治素养的重要性、意义、存在问

题、提升策略等方面开展，但对出现问题的原因及提升策略方面分

析不够全面，也不深入，导致现实中也无法操作和采用。 

三、结语 

通过对我国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目前相

关研究还是处于初步阶段，因此，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相关研究

领域，也丰富相关研究方法及内容，不断提升高校辅导员政治素养，

提升辅导员个人专业能力和发展，更能掌握教育引领主动权和话语

权，不断为我国培养能够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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