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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辅导员的学生管理工作优化路径研究

崔现海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山东�泰安�271000

摘�要：高职院校辅导员在学生管理工作中面临着多重挑战，为了优化这一过程，教育工作者需要进行深度思考，

依据高校学生实际情况提出全面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够建立健全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辅导员能够更有效地跟踪学生

成绩、出勤和个人发展情况，从而提高管理效率。还可以考虑采用定期的个性化辅导和职业规划指导，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同时，通过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及时解决问题，促进其

全面发展。这一综合性的学生管理工作优化方案有望提升高职院校辅导员的管理水平，促进学生成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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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管理工作在高职高校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

位，这将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工作质量，对于促进社会

发展以及经济建设工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

职高校学生在实施管理的时候相较于普通本科的学生而

言具备更高的难度，由于生源有着较大差异，管理工作

内容也要有所区别，日常的工作程序也较为繁复，这就

需要督导员在日常工作中给予更多的关注，不能仅将成

绩作为工作的主要内容，而是需要从多个方面出发给予

学生足够的关心和爱护，并且要对其进行良好的引导。

在面对日常庞大的工作量时，更加需要依据学生的实际

情况和院校发展的需求不断完善自身的能力，为促进高

职院校的蓬勃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每个学生都可以在

更加优质的环境中健康成长[1]。

1��高职院校辅导员必备素质

1.1  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完善的语言表达能力能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

流互动，更是辅导员实施管理工作的基础和要点，这样

能够更好地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并依据学生

现实需求动态化地改变教学策略，任何良好的教学工作

推进都建立在良好沟通的基础上。对于辅导员而言，拥

有好的口才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在面对新入学的学生

时，更是要起到重要的教育作用。新生入学会感到陌

生，再加上有的学生学习能力较差，会感到学习不到有

价值的内容，久而久之也会失去学习的动力，甚至会产

生退学的想法。在面对这种类型的学生时，辅导员就需

要及时与其进行交流，从阐述事实到剖析道理，让学生

意识到认真学习的重要性，让学生能够建立良好的学生

目标，只有自身富有能力才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大展拳

脚。辅导员在使用交流方式的时候也要依据学生的性格

特点和擅长领域方面着手思考，给予学生良好的意见，

学生接受辅导员教育言语的时候也会具有更高的效率，

真正起到教育的效果，使用语言的艺术让学生折服[2]。

1.2  具备优良的人格品质
作为高职院校的辅导员，每天需要面对的学生数量

众多，每日的工作就是和学生打交道。辅导员不仅要认

真管理和观察学生，辅导员本身也在被各种类型的学

生所观察，辅导员的任何行动都会影响到学生的认知。

为此，辅导员一定要做到以身作则，对学生提出各种要

求的前提是自己也要贯彻相关处事原则，这样才能够在

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辅导员一定

要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地对待每个学生，无论是说出的

言辞还是具体的行动都要做到问心无愧，并且要说到做

到，这样才能够给予学生良好的印象，自身的威信度也

会在学生中间提升，学生对辅导员也会更加信任，在日

常生活和学习中都会严格遵照辅导员的要求。辅导员对

于学生而言也是家长一般的存在，需要给予学生足够的

关爱，既是良师也是益友，给予学生内心深处足够的温

暖，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学生的情绪变化，发现问题后要

及时和学生交流沟通，解除其心中的疑惑，让学生能够

安心学习，并且建立远大志向，不虚度光阴[3]。

1.3  答疑解惑学术的问题
辅导员需要具备丰富的学科知识和深厚的专业背

景。只有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辅导员才能为学生提供

准确、权威的答案，并能够指导学生深入理解学术问题

的本质。同时，辅导员还需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以应对学科发展的变化，为学生提供最新的信息和见

解。此外，耐心和细心也是辅导员必备的素质。在解答

学生问题的过程中，辅导员需要耐心听取学生的疑问，

细致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通过逐步引导，帮助学生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耐心和细心的态度能够有效地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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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问题解决的效率。敏锐的观察

力和情商也是成功辅导员的关键素质。通过观察学生的

学习状态和情感变化，辅导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学生的需

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持和建议。辅导员也要善于处理

人际关系，建立起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使学生在求知

的道路上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1.4  在管理上需树立威信
辅导员应具备卓越的专业素养。深厚的学科知识不

仅有助于更好地引导学生解决学业问题，还能提高辅导

员在学术上的威望，为其在学生中建立权威地位奠定

基础。通过不断更新知识，跟踪行业发展动态，辅导员

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兴趣和专业发展的方

向，为其未来职业打下坚实基础。辅导员管理中需要与

学生、家长、教职员工的有效沟通，有助于建立和谐的

校园关系，提高管理效果。辅导员应善于倾听学生心

声，理解他们的需求，同时能够清晰地表达学校的政策

和规定，使学生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此外，辅导员还

需要具备敏锐的问题解决能力。在学生管理中，各种问

题层出不穷，辅导员需要迅速而准确地分析问题的本

质，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解决问题的过

程，辅导员不仅能够获得学生的认可，还能树立自己在

管理上的威信，成为学生信赖的导师。

2��甄选班干部实现学生管理

2.1  做好班干部选择
班干部在学生中具有示范作用，其综合素质的优劣

直接关系到整个班集体的发展。辅导员在选择班干部

时，应综合考察学生的学业成绩、品德表现、社会实践

和领导潜质等多方面因素，确保学生不仅在学业上优

秀，还具备团结同学、引领集体的能力。作为班级管理

者，班干部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以促进班

级内部的合作与共赢。辅导员在甄选班干部时可以通过

面试、小组讨论等方式，考察学生在团队中的表现，了

解其是否具备有效沟通和协调团队的能力。良好的班干

部应当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热情和责任担当的勇气。辅导

员可以通过考察学生是否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是否愿意

为他人提供帮助等方式，评估其服务意识和责任担当，

以确保班干部能够真正关心同学，为班级发展贡献力

量。辅导员在甄选班干部时，应当注重挖掘学生的领导

潜质，培养学生成为未来的校园领袖。通过组织一些领

导力培训、选拔赛事等活动，激发学生的领导潜质，使

他们在担任班干部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成长和发展[4]。

2.2  注重培养班干部
辅导员应重视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组织能力。通过

设立学生自主管理的机制，鼓励学生参与学生会、社团

等组织，培养责任心和组织协调能力。在这个过程中，

辅导员可以提供指导和帮助，使学生在实践中逐渐成长

为具备较强管理能力的班干部。此外，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甄选班干部的重要考

量。辅导员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创业比赛、项目策划等活

动，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培

养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为日后担任班干

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技能[5]。

2.3  激励班干部管理
高职院校辅导员需要积极为班干部提供发挥管理才

能的空间和舞台。这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领导潜力，

也能够更好地促进班级和谐发展。辅导员应该通过全面

而公正的选拔程序，挑选出具备领导潜质和责任心的学

生担任班干部。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注重发现学生的特

长和优势，充分了解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团队协作能力。

通过这样的甄选，能够确保班干部在管理中更好地发挥

其才能，激发其领导潜力。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辅导员

应该为班干部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鼓励学生在组织文

化建设、活动策划和问题解决等方面展示自己的才能。

通过委以重任，班干部能够在实践中不断锤炼自己的领

导力，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管理风格。辅导员可以给

予适当的自主权，让班干部在实际操作中更灵活地运用

自己的管理才能。辅导员要与班干部保持密切的沟通和

合作关系。通过与班干部的互动，了解他们在管理中遇

到的问题和困惑，及时提供指导和支持。辅导员作为班

级管理的重要支持者，应该关心班干部的成长，为他们

搭建更广阔的发展舞台[6]。

3��注重关心特殊群体的情况

3.1  关爱困难学生
辅导员在面对生活中有困难，心理上有问题的学生

时，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怀，通过各种途径对这类学生的

情况加以细致了解，对学生的家庭构成和生活方式进行

了解，知晓学生家庭环境贫困的原因，在日常交流中也

要给予更多的鼓励，让这类学生能够树立起自信心，在

校园生活中辅导员可以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让学生充

分感受到家庭一般的温暖。辅导员应该提供助学岗位，

让学生拥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和途径，在发放助学金的时

候应该让真正存在困难的学生受益，对于学生家庭的真

实情况和提交上来的资料应该严格筛选和审核，让助学

金能够真正帮助到有困难的学生。在高职院校中学生很

多时候要原理原生家庭在陌生的城市独自求学，在此期

间难免会染上疾病或者出现一些意外情况，辅导员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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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也要给予关注和关心，动员其他学生给予照顾，

做好对其饮食起居的照料，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以共同

商议解决，让学生感受到辅导员和其他同伴的关心。针

对出现重大意外情况的学生，辅导员需要及时将这些情

况上报给院校领导，依照当地的政策对这类学生将进行

经济上的帮助，减免学费，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7]。

3.2  给予心理疏导
高职生的心理已经日渐成熟，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

响，学生群体中依旧存在很多具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辅

导员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给予高度的重视，经常找

学生谈心，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必要的情况下需要联

系专门的咨询师对学生实施心理疏导工作，真正为学生

排忧解难。辅导员也需要将学生的实际情况及时反馈给

学生的家长，家庭也是影响学生成长状态的重要因素，

家长也可以及时改变原本的教育形式，在和学生相处的

时候会更加关心爱护学生，通过双方的共同能力保证学

生的健康成长，学生能够借此机会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念。在科学技术不断完善的当前社会，辅导员可以考虑

使用各种社交媒体与学生展开交流，这种交流方式能够

减少面对面交流的尴尬和压力，学生也愿意敞开心扉，

是一种易于学生接受的交流方式，更好地拉近辅导员与

学生的距离，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具有更好的效果[8]。

3.3  关注学业成绩
对于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辅导员应采取针对性的

帮助措施。通过与学生深入沟通，了解学生学习的困难

点和问题所在，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建立正确的学

习方法和态度。辅导员还可以积极协调相关资源，提供

额外的学科辅导和课外学习支持，以提高这些学生的学

业成绩。对于有学习障碍、身体残障或来自特殊背景的

学生，辅导员更应该关注其学业成绩。通过与专业机构

合作，提供专业的辅导服务，确保这些学生在学术上得

到平等的机会和支持。辅导员可以倡导教师采用多元化

的教学方法，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创造一个包容

和谐的学术环境。此外，辅导员还应关注学业成绩在心

理健康上的影响。一些学生由于学业压力过大可能出现

情绪波动，甚至影响到学习状态。辅导员可以通过心理

辅导、情绪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帮助学生建立积极向上

的心态，增强应对学业挑战的能力。

结束语

通过对高职院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的优化，不仅

在学生发展路径上铺设了更为坚实的基石，也为学生的

未来成功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辅导员

需要注重发掘学生的个性特长，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发

展方向，使每一位学子都能在专业领域中展现独特的魅

力。优化后的学生管理工作注重心理健康辅导，关心学

生的成长与情感需求，努力打造一个温馨、关爱的学术环

境。通过建立导师制度，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促进了

师生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为学生提供更多实用的职业

指导和生涯规划，助力学生更好地迎接职场挑战。在崭

新的管理工作中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在求学之路上茁壮成

长，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人生的价值与梦想。

参考文献

[1]陈文兴.高职院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对策
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3,22(06):287-288.

[2]张祎阳.试论基于辅导员角度的高职学生管理工作
的风险防控[J].才智,2022,(13):129-131.

[3]王艳梅.高职院校辅导员如何加强学生教育管理创
新实践[J].知识文库,2022,(04):91-93.

[4]秦巾杰.高职院校辅导员工作精细化管理模式研究
[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21,(05):87-89.

[5]曹杰.浅谈高职院校辅导员的学生管理工作[J].邯郸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34(03):86-88.

[6]杜璇.高职院校辅导员在学生管理中面临困境与对
策[J].大众标准化,2021,(14):203-205.

[7]梁爽.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
文化产业,2021,(20):49-50.

[8]张晴.互联网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学生管理能力建
设[J].大众标准化,2021,(10):205-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