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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招生是指高职院校根据本校的特点与专业优势，

自行设置对招录学生的考核方式和考核题目，招收本校

设定的录取分数线之上的中技、中职、未参加高考的高

中生及有企业工作实践经验的人员，其录取依据不是高

考成绩而是考生在高职院校个性化招考方案中的综合表

现。为了引导高中毕业生向高职教育分流，应对高职院

校生源危机，扩大考生群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教育部

等多方做出了这方面的研究、探索与实践。2005 年，教

育部决定在上海进行高职院校单独招考改革试点，真正

使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走进公众视线，成为一个多方共议

的热门教育话题 [1]。1

一、单独招生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

单独招生招录方式与普通高考具有不一样的招生特

点，这也使得单招录的学生与高考录取的学生有其不一

样的群体特征和学习特点。

（一）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但文化基础知识稍弱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生源范围不但包括高中生，还

包括中技院校、中职院校的学生。招录筛选的这部分高

中生就是高中生中动手操作能力较强的那部分学生。而

中技院校、中职院校的学生在中职阶段就学习了相关操

作技能课程，来到高职阶段就能更好地适应高职院校的

学习和生活，并在操作类或实训类的课程中，展现出其

更强的动手操作能力，且对课程的兴趣度和参与愿意也

更强烈。而具有企业工作实践经验的学生的课程参与度

及其动手操作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这两部分学生也有学

习方面的弱势，例如：他们的理论课相关的文化基础知

识和理论素质就比较欠缺，在学习过程中因知识储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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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而听不懂课程内容，以及对基础文化课和理论课的

学习不够重视，使他们丧失对此类课程的学习兴趣，从

而对基础文化课和理论课的学习花费更少的时间和精力，

导致文化课及理论课成绩普遍偏低，甚至出现挂科率较

其他类别的学生更高的情况。

（二）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但自身的

约束能力较差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考核环节比较丰富，对学生的

综合素质考核比较全面也比较客观、准确。综合考核环

节不但包括卷面测评、操作技能测评，还增加了面试环

节。以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单独招生考核的卷

面测评包括对相关基础文化知识和理论知识的考评，如

人文、数理、哲社等方面的常识性内容，也包括心理健

康、国情省情、行业认知、职业规划及时政要闻等方面

的常识。操作技能测评包括对全站仪、水准仪、经纬仪

的使用、测量、计算等实操技能测评。而最后的面试环

节则综合考察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根

据学生的临场表达和表现，选拔思想活跃、情商高，有

较强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学生。但是，通过综合考核招录

的这类学生也有一定的不足和缺点。他们的自我约束能

力就普遍较弱，思想注意力集中时间短，纪律意识淡薄，

具体表现为：在学校容易出现行为懒散，上课或者集体

活动时易迟到和早退，爱坐最后几排远离老师，听课注

意力不集中，上课易打瞌睡，贪恋玩手机刷小视频或者

打游戏，上课容易和同学交头接耳，也爱逃课干自己的

私事等多种情况和现象发生。

（三）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但心理素质较差

现在的单招生大多是“00 后”，生活在网络发达的

信息社会中，他们大多都有手机或者电脑，即使没有的

也会去网吧接触网络，因此，他们的思想极易受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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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意识的影响。同时，他们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

长期在父母和长辈的呵护中成长，这使他们普遍有较强

的自我意识，接受新事物快，乐于使用网络进行学习、

娱乐和交流 [2]。但是，由于普遍缺乏生活历练和社会经

验，他们的心里对父母的依赖性较大，抗挫折能力较低，

集体荣誉感也比较淡薄 [3]。

通过单独招生入学的部分同学性格比较孤僻、敏感，

甚至自卑。他们认为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能力不强，没

有通过高考考上本科院校，甚至是通过单独招生而不是

高考进入的专科院校，所以感觉自己在高中同学中或者

本院校中低人一等，抬不起头，自卑抑郁。因此，单独

招生入学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心理素质较弱，部分存

在不同程度的心理缺陷或心理问题，如悲观、沮丧、自

卑、我自否定、偏执、失眠及孤傲等。

二、单独招生背景下高职院校辅导员在学生管理方

面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分析

高校辅导员的主要工作涉及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和日常行为管理等多个方面。虽然高职院校辅导员在

单招学生管理工作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同时

在多个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辅导员们积极关注

和解决。

（一）强制要求多，给予的自我管理权少

鉴于高职院校的学校特点及学校各项规定和规章制

度的约束，高职院校的辅导员对单招学生的日常管理一

般都实行严格的约束型管理，对学生的强制要求和硬性

规定较多，而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给予学生的自我管理权

较少。例如：强制要求学生必须参加某些班级或者集体

活动，强制规定学生只能待在校园里面，强制安排学生

必须住某个宿舍等。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学

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接触网络信息较多，思想比较活

跃，自我意识较强，从而逆反心也更强。如果辅导员对

学生不合理的强制要求太多，反而让学生感觉不被信任、

被束缚、被压制，从而产生逆反心理和对抗意识，不配

合辅导员的工作，不服从班级管理，不积极参与班级集

体活动，进一步形成不良的示范效应，对整个班集体都

有较差的影响。

（二）批评和惩罚多，赞扬和激励少

有一小部分高职院校的辅导员对单招学生带有异样

的看法，认为他们成绩差、能力弱，不遵守校纪校规、

班级班规，集体意识薄弱，嫌弃他们调皮捣蛋，给老师

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一方面，在日常管理工

作中，一些辅导员较多地采用口头批评、写检讨、班级

检讨、请家长、警告、记过等消极惩罚的管理方式和管

理风格；另一方面，在学生取得进步和成绩的时候，辅

导员对学生也吝于表扬和夸赞，不喜欢采用正面激励的

方式表扬学生和鼓励学生。长此以往，不但降低了学生

的自我认同度、自我满足感、自我成就感，而且让学生

与辅导员之间也没有情感交流、没有亲近的感觉，甚至

产生了隔阂及对立情绪。这些情况将非常不利于辅导员

开展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日常事务管理工作。

（三）对日常杂事关注多，对学生思想状况和心理健

康关注少

一方面，由于各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的人力资源比

较缺乏，所以，高职院校的辅导员队伍组成结构中，一

部分是专职辅导员，一部分是专职教师兼职担任学生辅

导员，这导致辅导员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专业能力差

别较大；另一方面，由于辅导员工作普遍不受重视，其

工资待遇相对较低，为了追求更高的薪资待遇，一些专

职辅导员所带的学生人数超过 200 人。同时，学生在学

校中，包括学习、生活、交友、恋爱、班级活动等各个

方面的事情都需要辅导员去应对和处理，而辅导员的时

间和精力非常有限，这种状况使得辅导员的工作负担较

重，辅导员就只能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日常可见的、

急需处理的杂事中，对隐形的、长期潜伏的学生的思想

状况和心理健康程度关注相对较少，很少有充足的时间

和精力与学生进行耐心的深入的谈心谈话和沟通交流。

当部分学生萌发出错误乃至极端思想时，辅导员没有及

时发现并有效处理，这就可能导致产生更加严重的甚至

不可收拾的后果。

三、单独招生背景下高职院校辅导员进行学生管理

的对策和建议

（一）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管理权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学生虽然缺乏自我约束和自我

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但是他们大多已经年满 18 周岁，自

我意识较强，且能够通过查找网络资源来解决部分遇到

的问题。因此，辅导员不应该把学生看作是被教育和被

管制的对象，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在尊重学生自我个

性、尊重学生自我发展的权利、尊重学生在生活和实践

中探索的权利，信任学生具有一定的自我管理能力的基

础上，给予学生一定的自由度、自主管理权，让学生在

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中有更多的自我安排和管理空间，使

其感受到学校和辅导员对他们为人和能力的信任和支持。

同时，学生在进行自我安排和管理的同时能够提升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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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处理学习生活事务的能力、提升情绪和行为的自

控能力、提升主动承担责任的能力。另外，辅导员对学

生要细心观察和感受，一旦发现学生在自我管理中出现

偏差、疑问甚至问题的时候，要及时给予准确的点拨、

耐心的指导和及时的帮助，让学生及时认清问题所在，

自觉主动地纠正思想和行为，从而提升其自我认同感、

自豪感和自信心，进一步更加配合辅导员的工作，更加

愿意加入到班级建设中来。

（二）以表扬等正面激励为主，以批评等负面惩罚

为辅

辅导员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无完人这一道理，高职院

校单招生虽然相对于高考生在学习方面有一些劣势和不

足，但是他们也有很多其他学生所缺乏的长处、优点。

因此，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一方面，辅导员要充分接触

学生，了解学生的想法、需求和所做的事情。当学生积

极参加班级或者学校的各类活动时（知识技能竞赛、篮

球联赛、足球比赛等比赛），克服惰性勤奋努力学习时，

取得好的成绩时，帮助别人不求回报时，应当及时给予

适当的精神上的表扬、夸赞和认可。通过正面语言和积

极的方式来肯定学生、激励学生，让学生感觉到自己的

努力和付出是会被看到的，是会被肯定的，老师也不会

因为自己是单招生而另眼相看，从而増强学生的自信心、

自尊感、自我认同感，让他们更加积极地面对学校的学

习和生活，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班级建设中来。同时，对

于学生犯的非原则性的错误，坚持用谈心谈话的方法，

耐心地帮助学生认识到不足和错误，给予学生改正的机

会，而不因为一个小错误就对学生恶语相向，严厉惩罚，

伤害其自尊心，使其无地自容、自卑压抑，破罐子破摔。

（三）主动与学生谈心谈话，加强对学生思想和心理

健康的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明确指出，培育理性和谐的心态，是高等院校育人的重

要方面，高等院校要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 [4]。从 2016 年到 2018

年，连续三年“00 后”大学新生心理素质能力呈现下降

趋势，学校心理咨询服务的人数及次数都大幅上涨，这

表明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 [5]。因

此，作为与学生距离最近，接触最多，对学生基本情况

最了解的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要多安排时间主动深入

到学生宿舍和班级中，与学生开展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

谈心谈话和沟通交流，耐心地倾听学生们的心声，了解

学生对于课程学习、恋爱交友、与同学朋友的人际关系、

与家庭父母的关系、学校吃穿住行的生活细节、职业规

划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和内心想法，了解情况后，要

及时帮助学生们疏导心事、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同时，

通过加强对学生思想和心理健康的关注，建立学生与辅

导员之间的情感桥梁和沟通渠道，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

离的同时能够将部分问题解决在萌芽中，防止更加严重

的不良的事件发生。通过主动与学生谈心谈话，加强对

学生思想和心理健康的关注，提升学生的思想素质素养、

改善心理健康状况，让学生将更多心思用在学习中来，才

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和学业的更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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