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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骨干培养与管理体系建设研究
陈 圣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 海口 570000
摘 要：高职院校学生骨干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组织者和决策者，是同学们之间的引领者，但学生骨干培养与管理体系

中，存在着学生骨干培养体系集中于学生干部的领导力培训、学生骨干的培养体系缺乏以影响力培养核心、学生骨干

的管理体系尚未完善等问题，在明确学生骨干的重要性以及学生骨干培养、管理上尚存在许多问题的基础之上，提出

建立以学生骨干发掘自我影响力、发挥自身影响力为落脚点的选拔－培训－实践学生骨干培养体系，从认知上、态度

上、行为上形成有效的培养与管理机制，同时，构建考核－激励的学生骨干网格化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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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udents'backbon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he organizer and decision maker of campus culture,and the leader among

students.However,in the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students'backbone,there are some problems,such as the training system of

students'backbone focuses on the leadership training of students'cadres,the training system of students'backbone lacks the core training

with influence,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students'backbone is not yet perfect.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importance of student

backbone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ts training and managemen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raining system of

selecting,training and practicing student backbone,which aims at exploring and exerting the influence of student backbone,forming an

effective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from cognition,attitude and behavior,and at the same time,constructing a grid

management system of student backbone with assessment and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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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国的教育要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自十八大以来，教育始终围绕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开展。

2009 年团中央下发的《大学生骨干培养工作实施细则》

里明确指出：“培养对象主要包括本校学生党团组织、学

生会和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优秀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具体而言，学生骨干就是在学习、组织管理、文

体等实践活动中积极活跃，在政治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

分布在校、院、班、系、各类社团、各种组织等各种单位

中并承担着服务社会、学校、学生职能的一小部分大学生

（李庆华，马建青，2010）。换言之，高校学生骨干是大

学生中思想最活跃，行动最积极，最具培养潜质，影响力

和号召力最强的优秀学生群体，主要包括各级各类学生组

织干部、学生社团干部、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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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骨干及在学术、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成绩突出的

优秀学生（王娜，王平，2012）。上述可知，大学生骨干

不仅仅是指的是大学生干部，还包括了学生党员、入党积

极分子、各类成绩突出的学生等各类优秀学生。从概念上，

大学生骨干所包含的对象范围是远大于大学生干部，然而

目前的学生骨干培养体系与实践研究中更加集中于学生

干部的培养与管理，而忽略了学生骨干中其他优秀学生力

量的培养与管理。

当下对于学生骨干的培养主要集中于对大学生干部

的领导力培养，刘涵慧等（2015）指出领导力是个体身上

所拥有一种可以引领所在团队获得发展的独特素质。雷海

栋（2012）认为学生干部领导力不是基于学生干部职位的

权力，而是一种基于学生干部职务的价值追求（组织愿景

和目标）；是通过发挥学生干部自身的个人天赋、知识智

慧、人格魅力等综合能力，率领、引导、激励普通学生，

在组织行为中克服阻力、提高效率、实现组织愿景与目标

的过程。从学生干部领导力的定义和培养内容上，可以得

知，领导力的概念强调的是学生干部在组织当中发挥领导

能力的过程，或是表达的是大学生干部带领组织实现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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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共同目标的过程。在这其中就极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骨

干最为重要的作用，学生骨干来源于学生，生活在学生群

体之中，他们与同学年龄相近，生活环境相似，朝夕相处，

彼此相互信任，相对更容易了解同学的真实状况。加强学

生骨干培养，充分发挥学生骨干的榜样示范作用，能够通

过加大对学生骨干理的培养，以此来引导学生群体不断进

步的热情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骨干辐射教育载体的作

用，通过学生骨干自上而下地向学生渗透理想信念，提高

他们的思想觉悟（李庆华，马建青，2010）。由此，我们

在学生骨干的培养与管理过程中，要落足于培养学生骨干

发现自身影响力、发挥自身影响力上，重点在让学生骨干

通过自身的理论素养、认知思维、自身行为等影响其他学

生，从而形成良好的校园氛围。

大学生骨干作为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主要组

织者之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他们的作用不是简单

的引领和组织开展相应的第二课堂教育活动，而是面对当

前学生群体的新特点，其影响力是必备的能力素质（张亮

亮，夏镇波，2019），Lee G.Bolman（1991）提出影响

力是一个人的行动对于态度、价值观、信仰或者其他人的

行动的效果。Nagel（2001）认为影响力是行动者之间的

一种关系：一个或更多行动者的需要、愿望、倾向，或意

图，影响了另一个或其他更多行动者的行动或行动倾向的

过程。Richard L.Hughes（2004）认为影响力被以为为目

标行动者的态度、价值观、信念或行为的改变。行为科学

理论根据影响力的性质，将影响力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

权力性影响力两种（邱友平，2005）赵辉等（2007）提出

影响力是指能无形中影响他人自愿支持、认同，按照自己

的知识和判断事物进程的能力。詹虹（2007）在前人研究

基础上提出影响力是一个人的行动改变其他人的态度、价

值观、信仰或行动的过程或结果，它可以被看成是实际改

变的程度。阮爱芳等（2008）在其研究中指出影响力是能

够表达自己想法并说服他人，有能力获得他人的支持与承

诺，能够动员他人采取行动，有能力获得他人的有效配合。

李志启（2012）认为影响力一般认为指的是用一种为别人

所乐于接受的方，改变他人所乐于接受的方式，并从而改

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和能量。简而言之，影响力就

是影响别人行为行动的能力，总结形成大学生骨干影响力

的定义：大学生骨干能够表达自己想法并说服他人，有能

力获得他人的支持与承诺，能够动员他人采取行动，有能

力获得他人的有效配合，并改变别人态度、价值观、信念

或行为的能力和能量。

在学者的影响力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教练、教师、某

职位的胜任力模型等。戴勇（2001）讨论了篮球教练个人

影响力对于运动队的训练成效、竞赛成绩和队的发展的影

响，提出非权利性影响力所产生的效果更能激励运动员，

在赵辉等（2007）提出的中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胜任力模

型中将影响力要素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影响力几乎能够用

以区分每一个职位上的绩效出众者（Zwen，2002）。赵

丰（2015）在零售业中层干部领导力模型中将影响力定义

为通过各种手段、途径、方法、技能和艺术来积极主动地

对下属员工施加影响并改变其信念和行为的能力或能力

体系。由此可知，目前对于影响力的研究还未广泛运用于

学生骨干的研究与培养中。

大学生骨干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高校、

教师和学生之间紧密联接和有效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是

高校思想教育工作展开的重要环节（李庆华，马建青，2
010），但在大学生骨干培养与管理的过程中尚存许多问

题：

（1）学生骨干培养体系集中于学生干部的领导力培

训。学生骨干的示范性、辐射力和桥梁纽带作用具体体现

在高校教育全过程中，可当下的培养体系更加注重于发挥

学生干部的领导力，换言之，如今的培养体系更加注重发

挥的是学生干部带领一个组织实现某一愿景的过程，而未

把学生骨干的辐射力作用发挥于学生管理过程中，但高校

大学生骨干是学院联系学生的重要纽带，也是学校教育、

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在学生中的组织者、协调者和执行

者，是促进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张亮

亮，夏镇波，2019），如何在学生管理过程中发挥出学生

骨干这一重要力量成为了眼前最大难题，因此建立完善的

学生骨干培养体系具有必要性。

（2）学生骨干的培养体系缺乏以影响力培养核心。

领导力这一概念并不符合学生骨干的内涵，忽视了个体对

个体的影响，而影响力这一概念则是将个体对个体与个体

对团体的作用有机集合。由于学生骨干的能力结构、理论

素质、个人品格、综合素质等多方面比较突出，在学生群

体中树立了鲜活的榜样，这个榜样通过群众威信转化为一

股强大的力量，渗透、辐射到他们所在的每一个群体，从

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学生骨干在高等

教育过程中既是接受培养和教育的对象，又是学生群体的

排头兵和中坚力量（李庆华，马建青，2010），美国心理

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建人华生认为，人除了某些基本

情感是由遗传所得之外，各种行为模式都是依赖于社会环

境，通过社会学习形成的，由此，良好的校园环境变得极

为重要，可见如何让学生骨干自我发现其影响力并发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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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是构建良好校园环境的重要一环，因此以培养学生

骨干影响为落脚点的培养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性。

（3）学生骨干的管理体系尚未完善。目前学生骨干

存在角色意识模糊、自律意识差，奉献意识薄弱、自身要

求松懈且继续发展意识不强等问题，以上问题都是由于学

生骨干管理体系不完善所致。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市场竞

争优胜劣汰，自发地刺激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使市场主体

内部产生活力。学生骨干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也应该在

竞争的压力下得到充分发挥。对学生骨干管理的认识不足，

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导缺乏系统的管理制度，使学生骨

干管理工作停留于表面，不够贴近实际工作的需要。激励

机制的建立就是要寻找一种普遍的、较为持久的需要，通

过满足这种需要，来调动学生骨干的工作积极性。面对竞

争机制的弱化、激励机制的缺乏，现阶段我们必须引入再

造工程，营造激励机制，使之作用于学骨干中。激励制度

的设立主要目的就在于寻找到合适的学生需要，激发学生

内在动机，产生主动动力，并且能够有效产生高度的心理

认同感，因此建立激励管理的学生骨干管理体系具有迫切

性。综上所述，学生骨干是职业院校学生群体中的先进分

子，可以成为优化职业院校教育管理的重要力量，但在目

前职业院校学生骨干培养与管理体系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寻求构建以影响力为核心的学生骨干培养体系以及以激

励为核心的学生骨干管理体系具有必要性、重要性、迫切

性。

在明确学生骨干的重要性以及学生骨干培养、管理上

尚存在许多问题的基础之上，提出建立以学生骨干发掘自

我影响力、发挥自身影响力为落脚点的选拔－培训－实践

学生骨干培养体系，且构建考核－激励的学生骨干网格化

管理体系：

认知上，引发学生骨干思考自身影响力。学生骨干在

加深对工作意义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学生骨干才能努

力成为学校各项工作的中坚力量，成为其他学生学习的标

杆和榜样，成为学生与管理者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

因此，作为学生骨干决不能轻视自己的工作，要不断增强

主动意识、责任意识，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在此过

程中，正确引领学生发觉自身存在影响力，并且通过发挥

自身的影响力，能够影响周边的同学。

态度上，引领学生骨干认可自身影响力。学生骨干培

养过程中，在发觉自身影响力的基础之上，加强引领学生

对于自身影响力的认可，正确对待自身影响力是发挥影响

力的重要基础。在培养模式里，要坚持强调学生骨干对于

自身影响力的认可，需要强调的是学生骨干认可的是自身

非权力性影响力，是需要在努力提升自身、严格要求自我

的过程当中通过理论学习、学术能力等方面提升自身影响

力，而不是依靠所在学生组织的权力性影响力。

行为上，引导学生骨干发挥自身影响力。在实践中，

学生骨干能践行高校管理理论、业务技能，才能在更广阔

的视野中提高思维能力和决策能力，才能把“理论学习与

推进工作创新和解决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作为高校，要

为学生骨干发挥影响力提供广阔舞台，既要创造条件来强

化学生骨干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实践锻炼，又要充分利

用校内、校外的各种大型活动和重大政治活动，加强学生

骨干的作用发挥。通过担任辅导员助理、社团负责人、学

生公寓管委会、班级网络管理员等职务，参与学生事务管

理，扩大学生骨干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以影响力为基础，逐步形成学生骨干选拔－培训－实

践机制，在选拔环节，可将学生骨干的影响力作为评价效

标，自我评价、他人评价方式进行测量；在培训环节，从

思想、认知上进行培训，提升学生骨干影响力的认知水平；

在实践上，通过行为引导，让学生骨干的影响力发挥更加

深入同学、影响同学，成为营造良好校园环境中的重要一

环，成为塑造积极向上校园氛围中的必要力量，充分发挥

学生骨干影响力的榜样作用、导向作用、凝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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