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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辅导员对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策略探究 
阿卜杜萨拉木·图尔荪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831100）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现代高职院校的教学成绩也越来越的被社会各界所肯定。而在高职学校中,关于学生管理的

工作,是最直接的影响到现代高职学校的整个教学质量的。辅导员是高职学校中关于学生管理的重要执行者,在我国教育变革的进程中,

积极的改变关于学生管理的观念与方式,成了高职学校辅导员的重点工作之一。搞好关于学生管理的工作,要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

境与生活氛围,才能够更有效的完善高职学校的教学模式,使高职学校的教学成绩得以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的提高。本文将以高职辅导员

的学生管理为重点的探讨话题,展开广泛的探讨与研究,期待可以为高职学校的有关人员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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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实现了大跨步发展,高职学院在

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也日益提升。要充分发挥高职学校在教

学中的中流砥柱功能,需要对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进行反思。当代高

职学生多为 90 后,他们具有新的特点,对于高职院校的教育有不同的

需求。这就给高职辅导员提出了新的工作研究对象,也提出了全新的

学生管理挑战。用发展的眼光重新思考学生管理的手段,才能让高职

院校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一、高职辅导员加强学生管理的作用 

高职阶段的学生都已形成了相应的自主意志,只是缺少对自己

日常行为的良好制约和对未来发展的积极计划,所以在高职阶段的

教育中,辅导员的学生管理工作和教育工作都是十分关键的。假如学

校辅导员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指导教育,高职生就

很易受当前社会多元化信息的影响,在处理和对待某一个事时,很易

产生误差,也不利于学生今后的身心健康发展。所以,在新时代,高职

辅导员开展对学生的教育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可以使学生建立较为

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促进学生形成较优秀的品质。此外,在高职发展

阶段的教育学生所接触最多的角色便是辅助员,辅助员是导学生日

常行为及其学习生活的主要领导者,应该明晰自己的管理职能,并注

重关心学生的学习精神上和心理素质,再加之当前的国家教育部门

也着重强调,在高职阶段的教育中,老师要对学生实行全面素质教

育。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下,高职辅导员更应该注重对学生的教育工作,

要针对时代的特点,不断创新教学的方法和思路,进一步地拓展和增

加在学校中所触及到的教育范畴和深度。在这一模式下,可以全方面

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得学生能够较好的适应当前世道对于人

才的实际需求。所以,通过高职辅导员开展教育工作,不但可以促进

学校对学生全面的教育﹐还可以使学生建立更加健全的人格,从而

促使学生身心健康地发展。 

二、当代高职学生的特点分析 

(一)高职院校生源特点 

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文化程度相差较大，但普遍较差。他们缺

少明确的学习目标，找不到学习的动力。高职院校属于专科级别的

学校，大多数高职学生文化水平不高，也有许多学生与本科线失之

交臂，不想复读，进入了高职院校。 

这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自主性不强，其中很多学生希望通过

高职学习混一个所谓的文凭，并没有想在高职院校学到真正的本领

与知识。更有学生来高职院校学习是为了应付父母，他们看不到自

己的未来，也不想投入到学习中。文化水平一般，导致高职学生的

学习起点较低，利用三年时间将他们培养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对

于教师来讲是一种考验。在课堂中，很多学生不听讲或者听不懂，

课堂组织十分困难。还有学生恐惧课堂，无法参与其中。 

(二)高职学生集体特点 

目前入学的高职学生都是 90 后，这代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

从小受尽家人的宠爱，生活处理能力不足。在初进高职院校时，他

们无法适应全新与独立的生活、学习环境，经受不起一点点挫折。

加之他们占有欲较强，自私自利，群体生活并不和谐。很多学生缺

少集体观念，不能与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为了彰显自己的个性，

喜欢独来独往。家庭对于学生的照顾过多，影响了他们自主判断能

力与自主适应能力的形成。在高职教育中，学生请假与缺课的情况

发生较为频繁。一些高职学生追求个性与自由，不服从学校的规章

制定，不配合辅导员的管理工作。 

(三)高职学生价值观特点 

当代高职学生的政治观念不强，价值观有待提升已经成为普遍

问题。大多数高职学生重视个人利益，轻视集体利益，只顾享乐，

不想奋斗。部分学生的政治责任感不足，他们习惯于去抨击社会上

的不良事件，但却无法严格要求自己，无法做到身体力行。有的学

生十分喜欢自己的专业课程，特别讨厌思想政治课堂以及近代史课

程，没有提升个人思想政治水平的意识。很多高职学生对于集体活

动没有热情，更不想参与到公益活动之中，没有集体荣誉感。 

对于社会提倡的奉献精神，许多高职学生认为是唱高调，没有

实际意义，只重视自身利益。高职生活较为轻松，许多学生沉迷于

网络游戏、影视娱乐活动中，政治观念不足，个人成长目标也不尽

明确。 

三、高职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工作积极性不高 

学生管理的事务中许多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由于高职辅导

员们要管的学校人数往往是比较多的,事务也既多又杂,往往花费着

学校辅导员们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在这种事务上学校辅导员们缺乏

出彩的机遇。学生走进学校,教师辅导员便成了学生在校的第一负责

人,而学生在校出了些什么的问题,学校领导或者家长第一时间就要

找到学生辅导员负责,所以辅导员的负责性是非常重要的。而部分高

职院校的教师辅导员工资比较少,提升空间也非常有限,使得高职辅

导员的工作积极性并不高。 

（二）管理能力较低，经验不足 

很多高职院校都招收了刚刚毕业的本科生或硕士学生作为辅

导员,但是这些新进的辅导员并没有什么实际管教学生的经历,尽管

他们已经在上学阶段担任过班级干部,可是对于辅导员身份的变化,

怎样和学生交流,进行相关管理工作等等,对新的辅导员而言都是很

陌生的。学生管理也是一门管理的学问,但由于很多辅导员并未系统

学过学校管理方面的课程,为管理学生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但却不能

取得令人满意的管理成效。 

（三）管理方法不当 

部分辅导员没更新管理方法,对待 80 后、90 后、00 后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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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而这些学生的生活习惯、心理状态、社交和学习方式等发

生了不小的变化。管理方法不更新,很难让辅导员融入到学生的圈子

中,学生难以服从管理。辅导员要将学校的信息传递给学生，也需要

从学生那里得到反馈，让学校了解学生的状况。如果高职辅导员只

是简单机械地传达信息，而不考虑学生是否有负面情绪，久而久之，

会造成学生的一些逆反心理。 

四、高职辅导员对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策略 

（一）学生管理要坚持以生为本的管理理念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和

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高职生的学生们在价值观念方面,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由于学生缴费上学、就业机制改革和后勤社会化改革

的不断深入,高职生的自主意识和法律意识都有了明显的提高。随着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的提高,学生们也对高职学校的软件

配套有了更高的需求。而高职院校的管理职责,也在逐渐地朝着公共

服务功能在转变。就高职专业学生管理工作而言,就需要高职辅导员

随着大环境的转变而改进自己的管理理念。学生的管理工作,最主要

就是学生,是为了学生的发展才进行的学生管理,所以任何的管理工

作都需要以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基础。因此，高职辅导员应该确

立以生为本的学生管理理念,把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成才当作着力点,

在实际的学生管理当中,把服务于学生落实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使

得高职生都能在良好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下成长。所以,高职辅导

员在实际开展学生管理工作的时候，要充分的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意

愿，并大力维护学生的利益，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的

同时，开展服务型的学生管理工作。 

（二）选好、用好学生干部 

辅导员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时间毕竟是很有限的,所以更多的

时候需要充分发挥学生干事的功能。而选择好、用好学生干事,可以

在较大程度上协助辅导员分摊学生管理工作。好的班风学风,是做好

学生管理工作、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石,而班干部又是整体队伍的"带

头羊",所以通常班长的思想表达方式就可以直接影响到一个班集体

的精神作风,所以选择好班干部就非常关键。辅导员也要针对不同班

干部的特点,使之从事不同的管理工作。在对班干部的管理工作中,

辅导员也要明确责任,既要在班集体共建过程中团结互助地,也要在

班内部管理中各尽所能地,班长分管班级内部统筹工作,各班干部也

分管具体,一起促进班集体的共建。辅导员重视培育学生的集体意志,

使学生拥有强烈班级教师自豪感,并希望为班级的发展而奉献自己

的一份力。同时辅导员也不仅仅要定期地与班级中的学生交流,而且

还要随时与班干部取得联系,这样辅导员就能够及时掌握教学班的

实际状况,并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 

（三）注意与学生沟通的方式 

平时,辅导员还需要更多注意学生的表现,不仅仅依靠任课老

师、班干部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还需要掌握学生的家庭教育情况、

习惯、趣味喜好等,更多发掘学生的闪光点。如果辅导员在和一个学

生的交流中,体现出对学生的一个情况特别熟悉,比如学生以往的考

试成绩,家里地址,家境情况等等,一个子就拉近了辅导员和学生相互

之间的一段距离,学生会感受到了辅导员对他的关怀。 

对待不同的学生，辅导员要采用一定的谈话技巧。尤其是在学

生出现问题，犯了错之后，不要一味的批评，应该先了解他为什么

会犯错。高职学生虽然学习习惯不好，但许多学生在为人处世上，

很成熟，也很懂道理。辅导员更多应该让犯错学生知道利害关系，

明白道理。正确的方式，可以让这个学生认为辅导员是一个朋友，

而错误的沟通方式，很容易让这些本身就存在着一些毛病的学生，

更加难以管理。 

（四）端正学生学习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部分学生对职业学校有着错误的理解,导致没有学业动力,缺乏

学业动力。辅导员还需要矫正这些学生的偏差,通过学校优秀毕业生

事例来生动阐述,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端正他们的学习态度,强化

了他们的知识信心,使他们有将更多的知识和精力放到掌握专业知

识和发展专业技能上。大部分的学生从职业院校毕业后就要步入工

作,辅导员还需要帮助学生们做出一些职业生涯的规划,为自身、父

母家人以及社会尽责。 

（五）积极建立辅导员与学生交流平台 

高职辅导员的日常工作内容比较繁杂,很难把学员们叫到办公

室一一开展交流。而没有与辅导员的沟通,学生管理工作也就无法落

到实处。因此高职学校就需要给辅导员对教学工作更多的关注,给其

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例如,高职学校就需要进一步加强辅导员的培

养力量,使辅导员们具备了运用电脑和应用先进社交软件的能力,具

备基本的教育信息设施。同时高职辅导员也需要全方位熟悉学员的

实际需要,并深化到与学生的交流中,逐步掌握了当代学生的习惯用

词和沟通方法。在全方位熟悉学生的基本上,高职辅导员还可以选择

通过微信和 QQ 等与学生开展互动,从而形成社群,大家一起分享校

园生活中的趣事,从而缓解学生学业上和日常生活中的困难。部分学

生个性比较孤僻,不喜欢投入到团体交往中,辅导员要予以积极引导,

在引导学生与自己朋友交往的同时,鼓励学生相互之间的交往,让学

生在高职教学过程中结交更多的好友,从而学会有效的运用人际交

往技能,从而促使学生综合素养提升。 

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切实加强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必须坚持以

生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学生的自我管理，还要运用网络开辟学生

管理工作新阵地，并以职业教育为基础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才能

真正培养出高素质的实操型专业技能人才。 

参考文献： 

[1]石芷伊,张庭婷.高职辅导员做好学生安全管理工作的几

点思考[J].知识文库,2020(15):174-175. 

[2]张静.高职院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的探讨[J].农家参

谋,2019(24):279. 

[3]陈娜,王园园.基于学生管理工作的高职辅导员的管理艺

术探讨[J].艺术科技,2019,32(13):190. 

[4]徐微雅.台州科技职业学院高职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路

径探析[J].青年与社会,2018(35):144. 

[5]宋斌.浅谈现代信息技术在高职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中

的应用[J].文存阅刊,2018(05):30. 

[6]梁玲娜.高职辅导员有效发挥学生干部作用优化学生管

理工作的策略探讨[J].读书文摘,2017(12):33. 

[7]王贤.浅谈人性化管理在高职院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

中的应用[J].山西青年,2016(02):247. 

[8]杨雪娜.探析新疆高职院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的艺术

性[J].电脑知识与技

术,2015,11(33):107-108.DOI:10.14004/j.cnki.ckt.2015.3222. 

[9]吴敬晶.高职辅导员如何做好学生的管理工作——以北

京科技大学延庆分校为例[J].新校园(上旬),2015(02):165. 

[10]朱媛.高职辅导员职业化建设成果与瓶颈分析[J].科技视

界,2014(34):239-240.DOI:10.19694/j.cnki.issn2095-2457.2014.34.

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