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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与辅导员队伍协同发展工作机制探析 
◆王倩桃 

（西华大学） 

 
摘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与辅导员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的核心力量。在当前实践过程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多方面挑战，

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两支队伍应积极转变观念、构

建有效交流平台、努力提升自身短板，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高校

辅导员协同育人模式，形成协同育人教育合力，不断增强高校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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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师队伍与高校辅
导员队伍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两支重要力量。思政课教
师队伍与辅导员队伍协同发展机制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过程中，思政课教师队伍与辅导员队伍之间相互关系和作用、协
调与配合，组成新的有机结构，发挥整体功能，达到两支队伍效
能 大化的状态。进入新时代，高校中这两支重要队伍的协同合
作，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迈上新台阶的重要保证。 

一、构建思政课队伍与学工队伍协同发展机制的必要性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借助互联网方式对

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网络中充斥着良莠不齐的信息，当
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高校要应对这些挑
战，传统模式下单方面依靠辅导员或者思政课教师的力量难以为
继，需要构建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机制，“建立有序的
工作交流机制，加强交流沟通，互通学生信息，才能更准确地了
解学生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教育，从而增强教育效
果”。一个合理、高效的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的协同工作机制，
能够有力地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促进思政课教
师与辅导员的交流，通过优势互补，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实效性。 

二、高校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的协同合作存在的问题 
1、主观认识存在偏差 
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分属于不同的部门。高校一般将思政课

作为教学工作，由教务部门负责对接和统筹，由学校的马克思主
义学院或思想政治教学理论课教学科研部等教学单位具体负责
教师的管理和教学环节的组织;辅导员工作一般由学工部门负责
统筹管理，由各院系负责辅导员的具体管理。辅导员多被作为行
政人员对待，在实践中经常需要应对各类繁杂的事务性任务，也
有各类学生突发情况需要处理，没有过多的在意理论知识的学
习，工作中缺乏良好的理论功底支撑；而思政课教师大多认为自
己主要任务是完成授课，做好理论知识传授，与学生接触时间段、
频率低，没有认识到只有与学生深入接触，了解自己的教学对象，
总结学生思想行为特点，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思政课育人的主渠道
作用。 

2、两支队伍缺乏沟通 
从各高校的情况看，高校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之间的交流普

遍较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没有设置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的交
流平台。思政课教师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接触学生管理工作
很少，而且科研方面的压力较大，时间集中在教学与科研两个方
面；而辅导员方面，思政的理论知识不够深厚，虽然了解大思政
的重要性，但对如何与思政课教师配合也多有困惑，不知与思政
课教师如何分工、协调。 

三、构建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的协同工作机制的对策 
1、统一认识，健全机制 
随着中央有关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标准不断提高，各高

校也出台了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措施，高校领导必须要
充分认识到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协同工作的必要性，建立健全科
学的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交流机制，统一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所
属部门的校级分管领导，实现统一领导，形成合力。可以设立由
校级领导、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所属部门领导参加的三方会议，
集体学习、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学校形成大思政的氛

围。 
2、搭建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的交流平台 
搭建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的交流平台，对构建思政课教师与

辅导员的协同工作机制至关重要。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的交流平
台应该定位为交流、合作。平台的形式多样，既可以通过网络交
流工具、定期会议等方式沟通，也可以通过共同参加实践活动进
行交流。交流的内容既可以是互通学生学习、思想动态，也可以
分享教学经验和学生管理工作经验。思政课教师可以积极鼓励辅
导员参与到科研工作中，共同实践调查研究，提高彼此的科研能
力、水平。高校可以合理利用学生暑期三下乡等实践活动，创造
条件让思政课教师参与到活动中去，通过此举使教师的社会实践
活动的理论指导水平有所提升，又能增进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的
交流与合作。 

3、提升两支队伍的技能短板 
由于辅导员当前普遍缺乏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学科支撑，而思

政课教师组织管理学生能力的不足，服务学生的渠道不畅，现阶
段高校亟需补齐两支队伍的技能短板，提升二者协同工作能力。
学工队伍需加强辅导员培训，培训内容除了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内容外，还应适当增加教学技巧和科研方法方面的内容；同时，
为专职辅导员提供必要的职业规划，鼓励辅导员提升学历，攻读
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方面的学位，享受学校有关鼓励政策，以
此来提升辅导员的学科能力。对于思政课老师来说，学校应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政策尤其是合力育人政策的宣传力度，使他们
明确工作职责，认识到从事有关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提升自
身素质的重要渠道：学校应加大课程改革力度，增加实践课程和
实践环节，创造师生接触的机会，提供共同提高的平台。 

高校实现思政课队伍与学工队伍的协同发展，是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使两支队伍可以持续性的健康发展。
构建思政课教师队伍与辅导员队伍协同发展工作机制，能 大程
度的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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