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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骨干力量，其能力素质如何关系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
《高校辅导员的素质标准与开发——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分析》作者霍晓丹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
调研基础和翔实的数据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高校辅导员胜任力双层耦合模型，编制了高校辅导员胜
任力测评工具，总结概括了当前在岗辅导员胜任力水平现状，并进一步探讨了辅导员开发策略。
《高校辅导员的素质标准与开发——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分析》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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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晓丹，博士，吉林省长春市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与开
发，现为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她长期从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和学生德育工作，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校学生事务
管理”等课程。
近年来，发表相关领域论文20余篇，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多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参与撰写《聚焦：大学生关注的思想理论问题》、《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等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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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从培养党的后备人才和促进辅导员整体水平提升的角度加强辅导员的培训培养工作。
辅导员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既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也是高校学生日常思
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
60多年来，从辅导员中走出了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栋梁之才、兴国之将，充分证明了只要关心爱
护辅导员，完善辅导员培养机制，畅通辅导员职业发展道路，就能够建立一支政治信仰坚定、热爱高
等教育、业务能力过硬的辅导员队伍。
从国家层面，要建立有针对性的辅导员培训体系、学历提升办法和考核制度等，适当增加高职高专院
校和民办高校辅导员的培训培养机会，推进各个层次高校辅导员队伍的良性发展。
此外，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充分调动社会力量，进一步拓宽辅导员的培养渠道，向
各高校提供更多辅导员出国实习、挂职锻炼的机会，让辅导员有机会通过不同岗位的学习、锻炼，增
加阅历，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提高能力。
帮助广大辅导员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长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辅导员工作的才干。
要为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提供畅通的渠道，对辅导员进行个性化职业发展指导。
对于绝大多数辅导员，要鼓励他们把辅导员工作作为终身职业，在福利待遇、职称评定、发展空间上
为辅导员提供保证，确保辅导员能够在学生工作一线留得住、干得好。
对于愿意向学术、行政管理等方面发展的辅导员，要给予相关的条件支持，提高其参与社会竞争、胜
任不同岗位、实现长远发展的能力素质，使其能够紧密地与社会其他行业相衔接。
　　第三节 从社会层面充分发挥行业性协会的作用　　我国现有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全国
高校德育研究会、全国党建研究会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以及全国辅导员工作研究会等与辅导员相
关的行业性协会几十家，像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和全国高校德育研究会在全国各省级单位都
设有分支机构。
这些行业性协会多在当地教育部门指导下开展工作，但是目前作用发挥还不明显。
行业性协会可以利用自身群众性学术团体的特点，更多地承担社会必须承担而不宜或难以由政府和高
校直接承担的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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