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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背景下的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探析
李 波 张雯雯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1830

摘 要：“双高计划”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简称，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的重要举措，也是职业教育“下好一盘大棋”的重要支柱，将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新一轮改革发展。学生干部是

高职院校学生队伍中的“关键少数”，是“双高计划”建设中重要力量之一，学生干部既面临着新的机遇，同时也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在“双高计划”背景下，探索建设高素质的学生干部队伍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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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 Cadr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High School Plan”
Bo Li Wenwen Zhang

Sichuan Water Conservanc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ichuan,Chengdu, 611830
Abstract: “Double High Plan” is short for “High-level Vocational Schools and Specialty Construction Pla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also an important pillar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 a good game of chess”, which will promote a new round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 cadres are the “key minority” of the student tea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High Plan”. Student cadres are facing both new
opportunities an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High Pla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student cadr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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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作为推进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

决策，将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发挥引领作用。如何

在“双高计划”建设进程中加强学生干部队伍的建设和

管理，是我们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高职院校学生干

部队伍是学校学生管理部门、老师联系学生的重要桥梁

和纽带，对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校风学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双高计划”建

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方面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
1 “双高计划”背景下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

大意义

1.1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是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的需要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质量对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

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高职院校人才队伍不仅包括

教学前线的教师、教辅、科研、管理人员，还包括占比

最大的在校学生，而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高素质、高技

能、理论知识储备丰富的德才兼备人才，学生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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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重要的作用，需要充分发挥学生干部队伍的力量。

加强高职院校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培养优秀的学生干部

队伍，充分发挥模范带动作用，提升学生群体综合素质，

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1.2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

教育的重要途径

学生思想教育是高职院校教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学生干部队伍作为学校学生管理部门、老师联系学生的

重要桥梁和纽带，对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教育具有重要

作用。学生干部作为学生中的一员，平时同其他学生一

起学习、一起生活，能够倾听到学生真实的想法，了解

到学生实际的思想状况和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学生干

部作为桥梁和纽带，能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并反馈至相关

部门，便于学校及时决策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学生干

部虽来自于普通学生，但因其特殊的身份，整体思想素

质较高，其一言一行备受关注，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

能够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同学积极参与校风

学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双高计划”建设等，形成

健康向上、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1.3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然要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

硬、本领卓越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作支撑、作保证。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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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干部均为“00”后，其从小接受教育的方式、接收

信息的途径呈现多元化，思维较为活跃，视野较为开阔，

责任感、使命感教强，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水平较高，

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表现较为优秀，加强学生

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思想觉悟，提高工作能力，

使其示范作用无处不再，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承担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任。
2 “双高计划”背景下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需要

处理好的关系

2.1处理好老师与同学的关系

“双高计划”建设中学校将开展大量的形式多样的

学生活动，对学生干部队伍将有更高要求，而学生干部

作为连接学生和老师的桥梁和纽带，是师生之间、同学

之间、学生与学校之间沟通的重要枢纽，需处理好老师

与同学之间的关系。首先，老师期望学生干部充分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并协助处理好学生日常事务，协助做好

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其次，同学期望学生干部成为

学生的“发言人”，能够及时反馈同学意愿，解决同学

面临的实际问题，维护同学利益。老师和同学从不同的

角度对学生干部提出了不同的期望，因此，建设好学生

干部队伍梯队和团队，鼓励学生干部积极参与“双高计

划”建设工作，倒闭其快速成长，可以拓宽学生干部视

野和工作阅历，提升综合素质、政治素养、人际交往沟

通能力、工作协调能力等，使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更加科

学化、规范化，为“双高计划”实施提供秩序井然、健

康和谐的平台[2]。

2.2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

“双高计划”建设内涵丰富，学生干部作为参与“双

高计划”建设重要力量之一，将承担部分建设任务，但

面临既是学生又是干部的双重身份，参与“双高计划”

工作时，将占据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致使其学习和工

作的矛盾凸显，学生干部需恰当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

系。首先，学生干部需坚持“效率是前提、毅力是保障、

吃苦是关键”的原则，强化自律意识，严格要求自己，

合理分配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使学习和工作均不落下。

其次，学生干部作为学生身份，必将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需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提升学习效率，以学生干部身

份作为压力和动力，学习时专心致志，提升专业理论知

识和技能水平。最后，学生干部作为干部身份，需充分

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双高计划”建设工作，积极

思考、主动作为，理清工作思路，总结工作方法，充分

与老师沟通，依靠团队的力量，借助同学的智慧，高效

地完成“双高计划”建设相关工作任务。

2.3处理好产业与学校的关系

“双高计划”建设任务中产教融合是重要建设内容

之一，产教融合深度将直接影响工学结合育人水平，影

响职业教育质量发展水平。学校与企业要实现高度融合，

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

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方面深度合作，打造校企

命运共同体[3]。首先，鼓励学生到企业实践，特别是鼓

励学生干部参与企业管理，激发学生的创造性，积极参

与企业产品研发、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等，将理论知识

与实践紧密结合，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次，学

校主动与企业合作，鼓励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到学校任兼

职教师，将实战活动模拟带入课堂，把企业先进管理经

验、先进技术、市场需求等带入课堂，提升学生理论水

平。总之，学校和企业需凝聚思想共识和行动共识，共

同培养符合现代化产业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

3 “双高计划”背景下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的路

径分析

3.1强国有我，理想信念教育是主线

“双高计划”背景下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理想信念

教育是首要任务，把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作为人生追求，做有志气的新时代青年。要永立潮头、

争做先锋、敢于担当，做有骨气的新时代青年。要弘扬

优良传统，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把人生理想

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要坚定“四个自信”，立鸿

鹄之志，肩负起历史与时代赋予的使命，坚定前进信心，

自觉躬身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斗。

3.2德技并修，立德树人是方向

“双高计划”背景下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按照“工

学结合、知行合一、德技并修”的新要求，学习职业活

动所必备的技能和知识，打牢根基，树立“对工作的敬

畏、对事业的专注、对责任的担当、对质量的执着、对

完美的追求”理念，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将学生干部队伍培养成为高职院校育训结合

的先锋队伍，使其既能有效地获得非认知技能，又能提

升学习自信、沟通交流和情感等方面的能力[4]。

3.3知识储备，可持续学习能力是要求

“双高计划”背景下学生干部队伍建设，专业知识

是从事专业工作的资本，具备宽厚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

科学研究才有“后劲”，科技成果转换更容易实现，在

思考解决问题时，才能具备更大的适应性和创造性。培

养学生干部队伍良好的学习习惯，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

关系，练就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适应高速发展

的时代步伐，不断更新知识，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学习能

力。

3.4素质为要，知行合一是任务

“双高计划”背景下学生干部队伍建设，要求学生干部

要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组织

管理能力、文字写作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自学能

力、运筹时间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发明创造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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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储备的基础上，敢于实践、勇于

探索、善于创新，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成为全面发

展的高素质人才，做到知行合一。

3.5追求卓越，产学研创是动力

“双高计划”背景下学生干部队伍建设，鼓励学生

干部积极参与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项目，在提升学习能力

的同时掌握专业技能，使自己能够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

需要。坚定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品格，不断提高创新

创业能力，提升自身的国际化视野和格局。

3.6加强修养，不忘初心是基石

“双高计划”背景下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学生干部

作为学生中的“关键少数”，要始终保持优良的思想作

风、学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纪律作风，树立学生

干部先锋模范作用[5]。修养展现了一个人的素质和精神

境界，是一个人的形象气质、道德品质的综合体现，每

一名学生干部都应当加强个人修养，把理论学习当作一

种终身追求，不断强化用理论武装头脑，牢记“为人民

谋福利，为中华名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永远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永葆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4 结语

高职院校学生干部队伍不仅是“双高计划”的见证

者、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在“双高计划”背景下，加强

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学生群体中的“关键少数”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必将为“双高计划”建设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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