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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年轻干部的教育培养研究分析

【摘     要】 高职院校年轻干部对教师和学生起到沟通桥梁作用，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日常管理工作至关重要。本文分析高职院校年轻干部的

作用和当前高职院校年轻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分析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年轻干部的教育培养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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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年轻干部团队出现宗旨意识淡化、
官僚作风严重等情况，这说明现阶段高职院校年轻干部队伍素
质教育建设不过关，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的需求，
各高职院校应该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和培养。

一、高职院校年轻干部的作用

1.协助教师开展教学工作，保证高职院校教学秩序
相对于普通高校的学生，高职院校的学生生源偏弱，学生

的学习能力和自控能力比较低 [1]。因此，为了保证高职院校教学
秩序正常，让高职院校教师的教学工作更好地开展，需要年轻干
部对学生进行管理。相对于辅导员，年轻干部与高职院校学生
的年龄更近，代沟更小，更可以站在学生的立场与其沟通，大
大降低对学生进行管理的难度，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

2.为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注入创新能量
新形势下需要高职院校创新管理方式，让其对学生的管理

更加现代化，符合社会人才需要 [2]。年轻干部的加入可以为高
职院校学生管理注入创新能量。因为年轻干部的年纪比较小，
相对于高职院校内年纪比较大的管理人员，接受新事物和新思
想的能力比较强，可以为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提供新的想法和
思路，促进高职院校完善学生管理机制。

二、高职院校年轻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

1.年轻干部来源不科学
因为高职院校的教育机制与普通高校不同，高职院校更多

的是为了培养技术型人才，直接填补社会人才缺口。因此，现
阶段我国高职院校的年轻干部，很多都是由本校毕业的学生和
从校内和校外聘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因为只有这两类人才能对
高职院校的各个技术专业有一定的了解，帮助教师培养技术型
人才。可是，这样的年轻干部来源，只具备基础的技术能力，
不具备专业的管理能力，不能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
管理。再加上高职院校的学生生源较差，如果年轻干部的管理
水平不高，很容易就会让高职院校管理制度形同虚设，不利于
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和学生的个人发展。

2.年轻干部的竞选标准不合理
高职院校年轻干部的竞选标准，直接影响着高职院校年轻

干部的管理水平。可是当前我国很多院校，在聘用年轻干部时，
没有一个比较严格合理的竞选标准。部分高职院校在对年轻干
部进行聘用时，聘用的渠道常会有优秀毕业生留任、学校技术
专业教师推荐等等，这种推荐及留任的就任方式根本不能保证
高职院校年轻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些高职院校即使意识到了干
部竞选的重要性，组织技术专业教师、辅导员、教师代表等共

同参加年轻干部的招聘评选活动，也会因为没有一套严格的竞
选标准，导致招聘结果并不公正客观，只是从评选人员主观意
志出发，按照其主观喜好进行选择，不能对年轻干部的聘用作
出正确合理的选择。

3.年轻干部功力心重，缺乏责任感
高职院校的年轻干部履历，可以为年轻人的工作经历画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一个职业闪光点，十分有利于年轻干部之
后的个人发展。于是，很多年轻人努力想要通过高职院校年轻
干部的竞选，来丰富自己的履历。竞选通过之后，却没有责任
感，没有为学生服务的意识，这也是当前高职院校年轻干部队
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高职院校聘请年轻干部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学生服务的，管理和服务学生是高职院校年轻干部的主
要工作。如果年轻干部在进入校园之后，功力心过重、本职工
作马虎、甚至挂名不做事，那么高职院校的年轻干部建设就形
同虚设，不能对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起到积极辅助作用。

4.年轻干部的培养机制不健全
很多高职院校对年轻干部的培训机制都不健全，主要表现

在培训方式老套、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等。在对年轻干部进行
培训时，很多高职院校都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对每一个年轻
干部展开全面培训，所以，用会议代替培训、用思想汇报代替
培训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样的培训方式不仅不能让年轻干部学到
具体的管理知识，还浪费年轻干部的时间和高职院校的内部资源。
另外，很多高职院校分配给年轻干部的任务十分繁重，在上班
时间根本无暇顾及教育和培训，所以会占用年轻干部的下班时
间对年轻干部进行培训。这会引起年轻干部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引发年轻干部的抗拒心，不利于教育和培训的有效开展。

三、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年轻干部的教育培养举措

1.注重思想政治建设，为年轻干部工作注入动力源
新形势高职院校想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培养，就要从

思想建设出发，提高年轻干部的思想觉悟，为年轻干部的工作
注入动力源。传统的开会、写思想报告等方式并不能加强年轻
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只会让高职院校对年轻干部的思想政治
建设形式化，不能发挥实质作用。高职院校应该加强创新，在
新形势下对年轻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进行提高。

高职院校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社会基本价值观
对年轻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年轻干部爱岗敬业的精神、认
真负责的精神、攻坚克难的精神、坚持创新的精神 [3]。高职院
校可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利用新媒体技术及时向青年干
部普及时事热点和先进的思想内容 [4]。

以我校为例，为适应新形势下年轻干部的培育和发展趋势，
我校运用多种方式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首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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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多渠道组织年轻干部进行各类培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党史国史等，通过红色旅游，重走长征路
等方式让我校年轻干部体会到前人的艰辛，提高我校年轻干部
的思想觉悟。同时，我校还利用微信、腾讯等新媒体技术，建
立校园公众号，及时向我校年轻干部推送社会热点和时事新闻，
培养年轻干部的与时俱进意识。我校组织年轻干部对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等进行学习，
大大提高了我校年轻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完善了我校年轻干
部的思想政治建设。

2.完善制度建设，减少年轻干部流动
高职院校年轻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存在，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管理制度不完善，年轻干部的流动性
太强，导致其对学生的管理工作也不够完善。因此，要加强对
高职院校年轻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就要完善制度建设，尽量减
少年轻干部频繁流动。高职院校可以在年轻干部招聘环节，就
一部分无法长期从事高职院校干部工作的人员进行剔除，在年
轻干部正式入职之前，设置试用期，考察年轻干部是否能胜任
高职院校学生的管理工作以及是否只是将高职院校的年轻干部
工作作为工作生涯的过渡，为自己的履历增加闪光点。最后，
在年轻干部正式入职以后，高职院校要与年轻干部签订合同，
对任职期间守则和离职流程都要有详细规定。如此三管齐下，
促进对高职院校年轻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尽量减少年轻干部的
频繁流动。

以我校为例，我校在完善年轻干部制度建设方面积极探索，
做了很多有益尝试。给完善年轻干部的培养和教育提供了很大
助益。比如，我校在年轻干部对外招聘后，会将新入职人员安
排在行政管理部门锻炼一年，锻炼期间对应聘人员的职业规划
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摸清其来我校应聘的本质目的，再根据综
合素质能力选择是否列为年轻干部队伍进行培养。尽最大可能
加大年轻干部的培养力度，从而降低年轻干部的流动性，保证
我校学生管理工作可以有序进行。

对于高职院校来说，高职院校的学生一般没有较强的自我
管理意识，需要年轻干部队伍对其进行及时管理 [5]。每一个管
理干部都会由于受教育程度、管理经验、个人性格等的不同，
有一个独特的管理理念。如果在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管理的过
程中，管理干部经常流动，那就等同于对学生的管理方法经常
变动，不利于对学生的管理工作有序开展。而且年轻干部流动
过于频繁，也不利于对其培养有序开展，不利于高职院校的年
轻干部制度建设 [6]。

3.健全考核制度和评价机制
想要完善对高职院校年轻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还要注重对

年轻干部进行定期考核，完善对青年干部的评价机制 [7]。高职
院校可以采取年轻干部内部互评、校内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等

参考文献

[1] 李峰博 . 浅谈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干部服务意识的培养 [J].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19(03):41-42.
[2] 严杰 . 高职院校学生干部激励机制失灵的成因分析 [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43):91-92. 
[3] 李波 . 高职院校党支部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 [J]. 林区教学 ,2020(10):1-4. 
[4] 杨震 . 高职院校“三进一融”育人模式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20):67-69.  
[5] 刘灿 , 王刚 .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二级党组织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的探析 [J].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 ,2020(05):34-36.
[6] 白景富 . 浅谈辽宁高职院校基层干部的队伍建设 [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 下旬刊 ),2015(03):39-40.  
[7] 连卫钰 . 高职院校从事基层党建工作的年轻干部培养状况调查与分析――以新疆职业大学为例 [J]. 新疆职业大学学报 ,2019,27(04):61-65+70.  
[8] 梁煜锟 , 罗丹菁 . 高职院校年轻干部培养使用的探索与实践――以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为例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0,33(01):64-66. 

方式，对高职院校年轻干部进行考核。
    在年轻干部内部互评环节，可以采取匿名制度，让年轻干部
内部互相评分，各自说出其他干部的优势和缺点，再由学校干
部管理部门进行综合考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个年轻干部
之前存在竞争，所以这样的考核方式主观性较强，学校相关部
门要加以辨别，合理采纳评分结果。

在校内教师评价方面，高职院校可以组织校内的各科教师，
对年轻干部的工作进行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要有明确的评
价标准，比如对年轻干部的工作能力进行评价、对年轻干部与
教师之间的合作力进行评价，再由学校干部管理部门进行综合
考量。

在学生评价方面，学校相关部门要着重考虑学生的评价结
果在高职院校年轻干部评价结果中所占的比重。因为年轻干部
在日常工作中，主要还是与学生进行接触，因此，学生的评价
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和全面的。学校相关部门可以引导学生对
年轻干部的服务态度、责任意识、日常作风进行评价，再对学
生的评价结果进行综合考量，作为对年轻干部进行总体评价的
依据。

以我校为例，经过多种尝试和探索，我校已经建立了比较
完善的考核制度和评价机制。在对年轻干部的考核过程中，我
校通过自评、群众评价、负责人评价、分管校领导评价这四方
面的评价结果，再结合学校干部管理部门对年轻干部日常工作
的评价，做出最终的科学合理的评价结果，完善对年轻干部的
考核制度，促进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对于评价结果不合
格的年轻干部，我校会针对其具体问题展开培训，并进行末位
提醒谈话。对于连续两至三次评价结果不合格的年轻干部，我
校会结合不合格的具体原因和该年轻干部日常工作中的具体表
现，对该年轻干部采取调岗或撤职。

健全考核制度和评价机制，可以对年轻干部队伍的整体素
质有一个具体的把控，对年轻干部起到激励作用 [8]，让其努力
学习，积极创新，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更好地促
进高职院校学生全面发展，完善高职院校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和
教育。

四、结语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年轻干部教育培养依然存
在问题，需要高职院校努力改进。各高职院校应该以更开放的
态度、更包容的方式、更合理的方法开展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培
养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完善高职院校年轻干部教育培养制度，
更好地提高高职院校对学生的服务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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