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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类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研究—以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为例

王 莹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公安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类高职院校辅导员是教育预备警察、培养人才的

关键力量，辅导员不仅需要具备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需要强烈的职业认同感和敬业精神，对于培养公安人

才具有重要意义。职业认同感是指从业人员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的认同程度，是影响从业人员工

作积极性和工作效果的重要因素。辅导员作为公安高职院校的关键角色，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然

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公安高职院校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存在一定的问题。我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唯一一所公安类

高等职业院校，近年来辅导员队伍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辅导员的数量、质量和规模均得到了质的飞跃。然而，

与其他的公安类本科和重点院校相比，宁夏警官职业学院的辅导员队伍建设仍有较大的差距。辅导员建设仍处于起步

阶段，因此应该继续向其他优秀院校学习，并尽最大努力提升辅导员队伍的整体能力和素质，以缩小与其它公安类院

校辅导员队伍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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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公安类高职院校辅导员作为学生教育的中坚

力量，其职业认同感直接影响公安教育质量和警务人才

培养。本文以宁夏警官职业学院为例，深入剖析辅导员

职业认同感的现状与影响因素，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探

讨提高辅导员职业认同的有效途径，为公安教育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确保培养出更多高素质、

忠诚担当的公安后备力量。*

1 辅导员队伍现状

通过表格数据可以看宁夏警官职业学院辅导员队伍

的一些关键信息。

1.1  年龄、工作时间
在27名专职辅导员中，20-29岁年龄段的辅导员占比

最高，为89%，4人从事辅导员工作11—15年，占全院辅
导员人数的14.8%，2人工作6—10年，占全院辅导员人数
的7.4%，21人工作5年以下占全院辅导员人数的77.8%，有
24名辅导员在29岁以下，占全院辅导员人数的 88.9% ，年
龄在30—39岁间，占比11.1%。，说明在辅导员梯队建设
方面年龄小，工作时间短、社会阅历、实践能力经验不

足，需要通过系统地培训、指导和激励，来提高辅导员

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以更好地服务与公安类院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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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

1.2  政治面貌
从政治面貌来看，是中共党员的仅有16人，只占全院

辅导员人数的 59.3% ，辅导员队伍中非党员人数的过多可
以被视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一个短板。这可能会影响到辅

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的有效性。在公安类院校中，

教育在预备警察队伍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有

助于塑造警察的职业精神，增强其职业道德，从而直接影

响他们的工作表现和职业行为。如果辅导员队伍中非党员

人数过多，可能会使得这方面的教育受到一定的限制。对

于宁夏公安事业来说，警察队伍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其成

败。因此，作为警院大学生工作的引领者、助力者和守护

者的辅导员队伍，其成员的政治面貌和素质对公安类院校

学生教育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

1.3  学历及专业
从学历层次来看，硕士在读一人，本科16人，在读

本科7人，专科3人，学历层次不高，说明学院辅导员的
知识储备量较薄弱。同时，从受教育背景来看，有14人
为公安类院校（宁夏警官职业学院）毕业的学生担任辅

导员，2人为部队复员军人，占辅导员总数的59.3%，这
说明多数辅导员对公安类院校学生实行警务化管理一日

生活制度是理解的、支持的，也能够轻车熟路地开展警

务化管理工作。但从其他普通院校毕业的仅有 7 人 占比
28%，也暴露出辅导员队伍人员组成结构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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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人事关系与职业发展
从人事关系上看，当前辅导员队伍中仅有1人拥有

正式编制，占整个辅导员队伍的3.7%。这一现象揭示
了当前辅导员职业发展道路上的瓶颈，正式编制的匮乏

可能限制了辅导员的职业发展和待遇提升，进而影响整

个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和公安类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的质

量。同时，除了1名正式编制的辅导员外，其余26名辅导

员均为聘用制。尽管这些辅导员在履行学生管理工作职

责方面并无明显差距，但身份的不同、待遇的不同以及

发展空间的不同，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

忠诚度，进一步导致辅导员队伍的不稳定和管理工作的

波动。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辅导员都没有警察身份。

这可能反映出公安类院校在人才引进和职业发展设计上

的某种思路或偏好。虽然警察身份的缺失并不必然导致

辅导员队伍的不稳定和管理工作的不足，但在某种程度

上，它可能限制了辅导员队伍综合实力的提升，对公安

类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影响。

表1 辅导员基本情况

年龄 20岁以下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岁以上

人数 0 24 3 0 0

百分比 0% 89% 11% 0% 0%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主党派 非党员

人数 16 0 11

百分比 59.3% 0.0% 40.7%

学历 专科 本科 本科在读 硕士在读 博士

人数 3 16 7 1 0

百分比 11.1% 59.3% 25.9% 3.70% 0%

人事关系 聘用
第三方代
理

正式编制 警察身份 其他

人数 26 0 1 0 0

百分比 96.3% 0% 3.7% 0% 0%
辅导员工
作年限

5年以下 6— 10年 11— 15年 16—20年 21年以上

人数 21 2 4 0 0

百分比 77.8% 7.4% 14.8% 0.0% 0.0%

毕业学校 普通院校 公安院校 部队 其他

人数 11 14 2 0

百分比 40.7% 51.9% 7.4% 0.0%

2 公安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认同的一般影响因素

在公安类高职院校中，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感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1）辅导员自身对职业的认知和态度是
影响其职业认同感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辅导员对公安

教育事业的价值观和目标持有积极态度，并且能够充分

认识到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他们的职业

认同感就会得到提高。（2）辅导员的工作压力也是影响
职业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公安类高职院校的特

殊性质，辅导员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压力和责任，例如

学生安全教育、心理辅导、职业规划等等。这些工作压

力不仅需要辅导员具备更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还

需要他们具备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如

果辅导员无法应对工作压力，就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和自

我否定的情绪，从而影响职业认同感[1]。（3）学校的支
持也是影响辅导员职业认同感的因素之一。学校应该为

辅导员提供必要的培训、交流和学习机会，帮助他们提

高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增强其对公安教育事业的认知

和认同。同时，学校也应该关注辅导员的心理健康和生

活质量，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学校的

关怀和重视。

3 公安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认同的特殊影响因素

3.1  工作压力
公安高职院校既有公安本科院校的共同育人特点，

又不同于本科公安院校，其中，公安高职包含非公安专

业学生这一特性，使其在教育规律上表现出与普通高等

职业教育不同的特性。在公安高职院校中，辅导员的角

色定位和功能尤为关键。由于公安高职的特殊性，辅导

员不仅需要承担一般高校辅导员的教育和育人职责，还

需具备警务化管理的知识和技能。他们需要理解和适应

警务化管理的基本规章制度，包括队列纪律、警容风纪

和宿舍内务等与警务化密切相关的方面。

3.2  工作环境
公安高职院校辅导员的工作环境也可能比普通高校

辅导员更复杂和艰苦。他们需要在艰苦的警校环境中工

作，需要面对更高的安全风险和管理压力。较差的工作

环境可能会影响辅导员的工作情绪和身体健康，从而降

低职业认同[2]。

3.3  职业发展
公安高职院校辅导员的职业发展也可能比普通高校

辅导员更加不确定和困难。他们的职业晋升渠道可能更

加狭窄，职业发展空间可能更加有限。职业发展的不确

定性和困难可能会让辅导员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迷茫

和不安，从而降低职业认同。

4 提高公安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对策建议

4.1  提高辅导员的职业兴趣
提高辅导员的职业兴趣是提高职业认同的重要途

径。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提高辅导员在党团和班级建

设、学风建设、学生日常管理、心里健康教育、网络教

育、校园危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就业指导、警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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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技能，帮助辅导员更好地了解和掌握

职业知识及技能[3]。制定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路径，为辅

导员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鼓励辅导员攻读更高学

位、参加专业培训、学生管理实践、学术研究等，提升

其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4.2  提升辅导员的职业动力
增强辅导员的职业动机是提高其职业认同感的重要

途径之一。为了科学地评估辅导员的工作投入、付出和

成效，应当建立一套综合考核评价机制，给予他们公正

的评价和应得的奖励。同时，学校应该加大对优秀辅导

员的表彰力度，提高辅导员的薪酬、晋升空间和社会地

位，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除了以上措施，提供更多

的培训和学习机会也是必要的，这可以让辅导员感到自

己的职业有发展和成长的空间，同时也能鼓励他们更好

地完成工作并实现个人职业目标[4]。

4.3  提高辅导员的职业匹配
提高辅导员的职业匹配也是提高职业认同的重要途

径。在招聘辅导员时，注重选择性格、能力和兴趣与辅

导员职业要求高度匹配的应聘者，辅导员的性格、能力

和兴趣与辅导员的职业要求高度匹配，那么他们更容易

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从而增强职业认同[5]。

相反，如果辅导员的性格、能力和兴趣与辅导员的职业

要求不匹配，那么他们可能会感到工作困难和挫败，从

而降低职业认同。提供更多的职业咨询和心理辅导等服

务，帮助辅导员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性格、能力和兴趣，

从而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和工作要求。提供个性化的培

训和学习机会，帮助辅导员更好地发展和成长。此外，

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缓解辅导员的工作压力，提高其

心理健康水平。帮助辅导员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和工作

压力。

结语

通过对公安类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

的研究，我们发现公安高职院校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一般因素和特殊因素，辅导员

自身对职业的认知和态度、辅导员的工作压力、组织因

素、职业发展和社会因素都对其职业认同感产生着不同

程度的影响。为了提高公安高职院校辅导员的职业认

同，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包括提高辅导员的职业

兴趣、增强辅导员的职业动机、提高辅导员的职业匹

配，加强辅导员自我认知和职业定位，完善考核评价机

制、优化职业发展路径、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

心里辅导机制等措施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让公安

高职院校辅导员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学生的成长

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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