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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双轨并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董博 

（黑龙江财经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摘要：在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发挥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的协同作用，构建“双轨并行”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提升人才

培养工作的综合效果，使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显著的提升。本文从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双轨并行的角度，重点针对人才培养

模式的系统构建和实施进行了探究，旨在能在高校中树立新的人才培养观念，统筹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的力量支撑人才培养工

作的全面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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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党员干部和辅导员群体会对学生的学

习和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发挥党员之家的作用能借助党建的力量

对学生实施思想引导，借助辅导员工作室的力量能促进思政育人的

有效落实，增强人才培养工作的综合效果。因此新时期在高校不断

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从党员之家和辅

导员工作室双轨并行的角度，促进思政协同育人体系的构建，形成

全方位育人和全员育人的良好发展模式，使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实现

优化创新发展的目标。 

一、高校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的育人功能 

高校育人工作中，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是两个不同的组成

部分，承担着不同的教育功能，党员之家党建育人和辅导员工作室

思政育人工作的开展能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可

以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工作的综合发展成效[1]。具体分析党员之家

和辅导员工作室的育人功能，能看出主要育人功能从以下方面得到

体现： 

（一）党员之家党建育人功能 

学生党员之家借助党建育人能对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产生巨

大的影响，可以从多角度促进和带动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创新组织

推进，对党员之家的党建育人功能进行分析，能看出主要涉及到以

下方面的功能：其一，导向功能，党员之家借助党建工作的开展，

能形成对学生群体的启发、引导、监督、教育、动员等不同的方式，

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

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优化创新。其二，榜样示范功能，党员之家党

建工作中能借助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先锋模范作用，形成对其

他学生群体的榜样示范力量，引导和督促其他学生群体也能自觉规

范自己的言行，能主动参与到学习实践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生活习惯。其三，凝聚功能，高校党员之家可以产生对学生群体的

凝聚和整合作用，在党员之家党建工作的作用下，可以凝聚学生党

员的力量，提高他们对学校、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促进学生学习

方面向心力的逐步提升。其四，辐射功能。在党员之家的作用下，

高校开展党建育人工作的过程中，能突破传统育人模式的局限性，

使育人工作向学生的生活延伸，通过党员联系寝室、联系学生家庭

等，对学生的日常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学生健康向上价值取

向的形成[2]。 

（二）辅导员工作室思政育人功能 

辅导员工作室本身承担着对学生实施教育和引导的重要任务，

辅导员工作室的运行也能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形成良好的育人

功能，维护高校大学生群体的身心健康发展。具体结合辅导员工作

室参与学校育人工作的情况进行分析，其主要能从多角度对学生成

长产生影响，实现思政育人功能的彰显。其一，能促进心理健康教

育的落实。辅导员工作室在工作中能与学生群体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和交流，及时发现学生的思想动态变化情况，并对学生实施心理疏

导和心理干预，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落实，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水

平。其二，学风建设功能，辅导员工作室在工作中能对学生的学习

和交流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工作室管理模式的构建，能带动学生

养成良好学习意识，形成积极健康的学风，从而在学风引导的作用

下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水平。其三，价值观导向功能，辅导员工作室

参与到思政育人工作中，能通过对高校大学生群体实施职业生涯规

划和就业指导，辅助大学生群体逐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形成正确的择业观，从而优化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成效[3]。 

二、高校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双轨并行人才培养模式

的建构 

高校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能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维度对

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全

面创新，因此新时期在开展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加强

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的联系，构建双轨并行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民办高校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创造良好的平台[4]。下面就对双轨并

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进行系统的分析： 

（一）党建+心理健康教育，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在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实践中，探索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

双轨并行育人工作的开展，要促进党建育人功能的发挥和辅导员工

作室教育功能的彰显，因此可以在党建的引领下积极组织开展高校

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教育，在辅导员工作室的带领下做好心理健康

教育、心理咨询服务和心理干预指导等方面的工作，促进大学生群

体思想道德素养和心理健康素质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发挥党建工

作的积极引领作用，可以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社会

主义思想在学生群体中的渗透，促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贯彻落

实，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高度，为

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夯实基础，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另

一方面，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在党建工作的引领下，以先进思想为指

导，结合当代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情况，探索完善心理健康教育

机制的构建，从多角度对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和心理危机进行分

析，采取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策略和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模式，帮

助大学生群体塑造正确的价值观，探索大学生群体良好心理素质的

培养，降低心理问题对大学生不良心理状态的影响和冲击，以此为

基础优化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综合效果，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

念，进一步促进民办高校育人质量的提升[5]。 

（二）党建+学习交流培训，提升学生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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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双轨并行育人工作的过程中，

为了能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建设和完善，在党员之家党建工作的引

领下，还可以引导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合理化的组织开展学习交流培

训活动，巩固学生的专业技能，提高专业技能训练教学活动的综合

效果。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充分发挥党员之家的作用，以学生党员

为先锋模范带动其他学生群体进行学习和交流，同时在辅导员群体

的带领下组织学生之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引导学生专业技能的培

养和综合素质的强化。在教育实践中，基于党建引领工作的开展，

党员之家中的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以及先进学生代表等，可以

与其他同学进行学习和交流，分享自身在学习和实践中的工作经

验，共同探讨好的学习法方法，促进学生群体学习和成长。在此基

础上，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可以结合学生的成长状态，对专业思政课

程内容进行挖掘，在学生的学习交流培训中，结合学生的成长状态

和学生的专业发展需求，整合多方面的学科前沿知识和教育内容，

对学生实施多元化的教育指导，在学习交流培训的基础上，拓宽学

生眼界、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有效促进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提升，

真正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实施合理化锻炼，使民办高校学生的综合素

质水平得到不断的优化[6]。 

（三）党建+就业指导训练，树立正确择业观念 

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双轨并行育人模式的构建还可以从

就业指导创新角度体现出来，在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联合对学

生实施就业指导培训，能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也能带动学生正

确职业观念、择业观念和就业观念的树立，从而优化人才培养工作

的效果。在党建工作中，党员之家可以为学生分享百年党史方面的

知识内容，通过党史教育引导学生深化对艰苦奋斗精神、精益求精、

无私奉献精神的认识，能重新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

行准确的定位，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意识，促进学

生综合素质的优化。以此为基础，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对学生群体实

施专业的就业指导训练，结合学生的专业发展需求、学生未来可能

面对的职业竞争情况，引导学生重新对认识自己和定位自己，能对

自身未来职业发展形成相对明晰、准确的职业发展规划，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让学生在未来能为社会建设和发展实

践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辅导员工作室在对学生实施就业指导

训练的过程中，还可以根据不同人才的不通发展方向、不同能力特

长等，引导学生完善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鼓励学生从服务社会、

服务人民的角度对职业生涯规划进行设计和完善，让学生更多的参

与到偏远地区的建设发展实践中，真正实现个人价值。这样将党建

和就业指导训练有机融合，就能从多角度促进学生正确职业发展观

念的树立，进一步促进高校学生群体思想认识水平的优化和提升，

为新时代背景下学校育人工作的科学发展奠定基础[7]。 

（四）党建+社会实践活动，强化学生家国情怀 

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双轨并行育人机制的构建，还能从党

建育人与辅导员带领下社会实践育人的角度得到体现，并且通过多

元化育人活动的开展，可以进一步培养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社会责任

意识和使命担当精神，使当代大学生能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到

国际社会建设实践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在实际针

对民办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借助党员之家的力量

构建党建育人模式，可以让学生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学习党的工作

作风和党的精神信念，使学生养成严格的约束自己和要求自己的良

好习惯，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高度，在理论层面促进学生思想境界

的提升。在实践环节，则可以发挥辅导员工作室的重要作用，带领

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可以通过社会调研实践、志愿服务实践等，

引导和带领学生直观的参与到社会实践中，促使学生在参与社会建

设、服务群众的活动中，感受到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从而进一步

激活学生的家国情怀，使学生能逐渐产生为国家献身和为人民服务

的决心和勇气。也可以尝试带领学生参与研学活动，在研学活动中

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我国社会建设情况、发展情况，让他们能结合自

身专业发展为社会建设献言献策，激活他们参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建

设的主人翁意识。这样借助多元化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实施，在党

建的正确引领下，就能对学生的家国情怀进行进一步强化，真正将

高校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践

行者，使高校育人工作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展现[8]。 

结语： 

综上所述，在对民办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变革的过程

中，针对党员之家和辅导员工作室的育人功能进行统筹协调，构建

多元化的协同育人工作体系，打造双轨并行的人才教育和培养系

统，可以显著改善人才培养工作的综合效果，使民办高校人才培养

工作实现科学化发展和系统化创新的目标。因此新时期在对民办高

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变革的过程中，要深度探究党员之家和辅

导员工作室的育人功能，构建双载体育人的模式，提升高校人才培

养工作的综合效果，使人才培养工作呈现出全新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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