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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43 号令与 

24 号令的比较探析 
◆付孝军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云南省昆明市  650228） 

 
摘要：2017 年 9 月 21 日，教育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3

号《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充分体现了政府教育部门对辅

导员工作的高度重视。通过比较《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43 号令与 24 号令对于辅导员建设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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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7 年 8 月 31 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43 号令经 2017 年第 32 次部长办公
会议修订通过，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 43 号令
距离 2006 年 7 月 23 日颁布的 21 号令已有 11 年。我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在这 11 年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统的辅导员对去建设和育人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对
《规定》的 43 号令与 24 号令的比较探析，对于高校开展辅导员
队伍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新《规定》产生的背景 
2016 年 12 月 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队伍兢兢业业、甘于奉献、奋发有为，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要建设好辅导员队伍，保证这支队伍高质量、高
水准，保证这支队伍后继有人、源源不断。 

面对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复杂局面，国际国内形势
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时代条件下，传统教育引导方式面临网络
新媒体的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市场逐利性的挑战，精
神文明建设面临新形势新课题，对辅导员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二、新旧《规定》的对比分析 
（一）章节体例 
新旧《规定》在体例章节上并未发生较大变化。章节上，43

号令共六章二十二条，24 号令共六章二十六条，43 号令较 24 号
令减少了四条。体例上 43 号令将“第四章培养与发展”更改为
“第四章发展与培训”。 

（二）具体的变化 
1、辅导员身份明确化 
24 号令将辅导员定义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

心朋友”，43 号令将其调整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
生活的知心朋友”。  

2、辅导员队伍扩大化 
24 号令要求学校“每个年级应当设专职辅导员，每个班级

都要配备一名兼职班主任”，43 号令第六条将辅导员划分为专职
辅导员和兼职辅导员两类。 

3、辅导员工作要求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24 令强调的是“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43 号令

将辅导员工作要求更新为引导学生形成“四个正确认识”、培养
“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让辅导员的工作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4、辅导员工作职责内容更加完善 
43 号令第五条丰富和发展了高校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形成

了思想理论教育、价值引领等九个方面的职责内容。43 号令中
的九项职责与《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教思政
[2014]2 号）中的九项职业能力标准完全匹配。  

5、辅导员配备与选聘要求更加明确化 
43 号令第六条在 24 号令原有的基础上要求“高等学校应按

总体上师生比不低于 1:200 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在辅

导员的选聘标准上增加了 2 条要求，原 24 号令中的“政治强、
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拆分为 5 方面要求。43 号令第九条
将 24 号令第十条“要有一定时间辅导员或班主任工作经历”明
确为“须有至少一年担任辅导员或班主任工作经历并考核合格”。 

6、辅导员发展渠道更加多元化 
为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首次“将优秀网络文

化成果纳入专职辅导员的科研成果统计、职务（职称）评聘范
围。”，还可以“参加国内国际交流学习和研修深造，创造条件支
持辅导员到地方党政机关、企业、基层等挂职锻炼，支持辅导员
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实践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
展开展研究。” 

7、辅导员专业培训更加系统化 
在 24 号令第十七条的基础上，43 号令第十五条重新归纳整

理后提出了辅导员培训的“三级”体系（建立国家、省级和高等
学校三级辅导员培训体系），还提出了 “每名专职辅导员每年参
加不少于 16 个学时的校级培训，每 5 年参加 1 次国家级 或省级
培训”的具体要求。 

8、辅导员工作保障范围扩大化 
24 号令仅仅要求为辅导员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必要保障并在

岗位津贴、办公条件、通讯经费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43 号令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在不仅要求为辅导员工作和生活提供必要保
障，而且要求分别在学业学位、教学水平、科研能力等方面提供
条件保障。 

9、辅导员考核与管理更加科学化 
43 号令第十七条依然沿用了 24 号令的双重管理模式（学校

和院（系）双重管理），变化之处在于将“双重领导”改述为“双
重管理”并删去“统筹规划统一领导”这一表述，不同程度的体
现了用词的精准，并从不同层面对辅导员管理进行了科学的分
工。 

43 号令的颁布施行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的重要精神，并形成了与《高等学校辅
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的有利衔接，确保了辅导员工作队
伍的后继有人、源源不断，必将让我国高校的辅导员队伍建设上
一个新台阶。只有将 43 号令与 24 号令进行深刻分析和理解，才
能在今后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辅导员队伍建设和辅
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中做到“有章可循”“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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