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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字 E⒛ 22〕 9号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关于公布 ⒛” 年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⒛17-⒛⒛ 年广东省高等

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相关工作的通知》 (粤教

职函 匚2017〕 184号 ),按照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管理办法》,经专家遴选推荐,校长办

公会研究同意,决定将 《“
一站式

”
学生社区推进三全育人

的探索与实践》等 12个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

为我校⒛22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现将立项结

果予以公布 (具体见附件 )。 学校将根据 《广东南方职业学

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管理办法》对立项项目给予

经费资助。

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建设要求如下:

1.学校将根据项目申报书期限要求,视项目完成情况 ,

适时组织项目验收。

2.请各部门切实加强本部门立项项目的过程管理,按照

申报计划在既定期限内完成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同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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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进项目成果转化,进一步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特此通知,请遵照执行。

附件:⒛22年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

践项目立项汇总表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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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⒛22年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立项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

“
一站式

”
学生社区推进三全育人的

探索与实践
卢东亮

∩
乙

财务智能化背景下大数据与会计专业

“三元一体,三技融合
”
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

汪国利

0
D

非遗项目有效融入学前教育专业德育

养成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刘月芳

爿
叶

翻转课堂模式下的儿童护理学课程思

政融入的应用探索
赵艳敏

<
丿

构建
“
德技并修、育训结合

”
的Pyth0n

课程教学模式
全快

r
υ

数智驱动的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质量

评价体系构建的研究
付琳

勹
r

融合
“
北峰山”

中草药资源调查的中

药学专业 《野外采药实践》课程教学

改革

容月庆

ο

o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高职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深度融合探索与实践
班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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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虚拟环境新型产教融合数控专业教学

模式改革
苏锡焕

∩
υ

1
Ⅰ

数字化时代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

的探索与实践
贾春舫

1
⊥

1
⊥

大湾区非遗文化在艺术类专业课程思

政中的探索
申晓燕

Q
∠

1
⊥

大湾区红色文化项目的数字化研究与

实现
孙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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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院财务处丈件
贝扌字 匚2022〕 20号

关于⒛”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专项资金下拔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管理

办法》,经学院决定,向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下拨

专项资金款共6万元。

附件:2022年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专项资金下拨汇总表

抄 报:学院董事会、党政领导

冒方职业学院丿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财务处 ⒛22年 9月 22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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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⒛22年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专项资金下拨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经费 (元 )

1
Ι

“一站式
”
学生社区推进三全育

人的探索与实践
卢东亮 5000

0
∠

财务智能化背景下大数据与会

计专业 “三元一体,三技融合
”

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汪国利 5000

9
J

非遗项目有效融入学前教育专

业德育养成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刘月芳 5000

4
翻转课堂模式下的儿童护理学

课程思政融入的应用探索
赵艳敏 5000

<
J

构建
“
德技并修、育训结合

”
的

Python课程教学模式
全快 5000

r
υ

数智驱动的中高职贯通人才培

养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的研究
付琳 5000

π
`

融合
“
北峰山”

中草药资源调查

的中药学专业 《野外采药实践》

课程教学改革

容月庆 5000

°

o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高职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深度融合探索与

实践

班小强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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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虚拟环境新型产教融合数控专

业教学模式改革
苏锡焕 5000

n
U

1
上

数字化时代机电一体化专业教

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贾春舫 5000

1
⊥

1
⊥

大湾区非遗文化在艺术类专业

课程思政中的探索
申晓燕 5000

q
∠

1
⊥

大湾区红色文化项目的数字化

研究与实现
孙亚楠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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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关于申报⒛⒛年省高职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请人的

资格证明

根据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⒛23年省高等职业

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

(粤教职函 E⒛ 23〕 19号 )文件及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申报指南的要求,我校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对项目申请人身

份类别进行确认,项 目申请人身份类别证明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申请人
申请人身

份类别

1
上

“
一站式

”
学生社区推进三全育

人的探索与实践
卢东亮 校级领导

0
乙

财务智能化背景下大数据与会

计专业 “三元一体,三技融合
”

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汪国利 普通教师

0
0

非遗项目有效融入学前教育专

业德育养成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刘月芳 普通教师

彳
叶

翻转课堂模式下的儿童护理学

课程思政融入的应用探索
赵艳敏 普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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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构建
“
德技并修、育训结合

”

Pytho11课程教学模式

的
全快 普通教师

r
υ

数智驱动的中高职贯通人才培

养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的研究
付琳 普通教师

刁
'

融合
“
北峰山”

中草药资源调查

的中药学专业 《野外采药实践》

课程教学改革

容月庆 青年教师

°

o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高职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深度融合探索与

实践

班小强 普通教师

∩

'

虚拟环境新型产教融合数控专

、 业教学模式改革
苏锡焕 普通教师

∩
υ

1
⊥

数字化时代机电一体化专业教

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贾春舫 普通教师

1
上

1
⊥

大湾区非遗文化在艺术类专业

课程思政中的探索
申晓燕 普通教师

0
∠

1
⊥

大湾区红色文化项目的数字化

研究与实现
孙亚楠 普通教师

特此证明。

廴唧钿毙
广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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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学科建设的辅导员队伍专业化探讨

卢东亮
（五邑大学　党政办公室，广东　江门　５２９０２０）

　　摘要：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存在德育观念模糊、岗位基础薄弱、专业标准缺失等问题。要实现

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必须以建设大学生辅导学的学科专业和职称体系为核心，提升大学生辅导员的专业化、

职业化水平，从而形成一支政治强、业务精、德才兼备、乐于奉献的辅导员队伍。

关键词：学科建设；辅导员；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５１３ （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８９－０４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政治教育的意见》（１６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

采取有力措 施，着 力 建 设 一 支 高 水 平 的 政 治 辅 导

员、班主任队伍。”教育部先后出台的 《关于加强

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 （教社

政 〔２００５〕２号）和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

设规定》（第２４号令），对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

设作了详细表述：“要统筹规划专职辅导员的发展。

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

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

“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 “高等学

校应根据辅导员岗位基本职责、任职条件等要求，

结合各校实际，制定辅导员评聘教师职务的具体条

件，突出其从事学生工作的特点。辅导员评聘教师

职务应坚持工作实绩、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相

结合的原则，对于中级以下职务应侧重考察工作实

绩”；明确提出辅导员选聘的标准：政治强、业务

精、纪律严、作风正；德才兼备、乐于奉献、潜心

教书育人，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具备较

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接受系

统的上岗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近几年我国高校辅导员专

业化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有力地推动了高校辅导

员教育、培训、聘任等方面的专业化进程。但从现

实情况来看，要提高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事业成

就感，必须突破当前辅导员专业化的困境，从大学

生辅导工作的专业特点出发，正视辅导员队伍的现

状与专业化 目 标 的 差 距，明 确 辅 导 员 专 业 化 的 要

求，从学科专业建设的角度建设大学生辅导学，建

立辅导员专业职称系列以推动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

建设，从而真正实现辅导员专业化。

一、存在问题及分析

（一）德育观念模糊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大众化教育进一步深

化、从注重规模 扩 张 转 向 加 强 质 量 内 涵 建 设 的 过

程。教育部颁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２００５年版）中所体现的高等教育人性化趋势，也

明确反映出高等教育正经历一个以人为本的历史性

转型过程。

然而，目前高等教育普遍存在重教书轻育人、

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主要有以下表现：将高等教

育狭隘地理解为以教学科研为中心，专业课教师对

学生的思想状况、心理需求、道德行为存在的问题

所知甚少，“育人为本”成为空谈；由专业教师兼

任的部分班主任基本上不管事，一个学期与学生见

不了几次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不了解或误差

较大，教师对科研教学的关注、热情和投入常常遮

盖了其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职能；“高校应该以教

第１４卷第２期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２
２０１２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ｙ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ｙ，２０１２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１７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般资助课题 “高校辅导员工作动力系统分析与构建研究”（批

准号：２００８ＺＹ０４３）的最终成果。

作者简介：卢东亮 （１９６９－），男，广东江门人，讲师，主要从事高教管理与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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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为中心”这样似是而非的观念盛行， “德育

为先”缺乏教育者全员共识的基本前提，思想政治

教育的布置安排、监督检查难以到位，辅导员的主

要任务就是维护校园稳定，不出事、出事能处事是

辅导员工作的重要基本要求；“辅导员的工作没有

多少学术 含 量 和 科 技 含 量”、辅 导 员 比 专 业 教 师

“低一等”的观念仍普遍存在。以上种种现象，严

重制约了辅导员的专业化发展。

（二）人才流失严重

一直以来，辅导员被提拔或转岗到其他部门等

“优出”政策是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中的普遍现

象，甚至中央１６号文件和教育部２４号令颁布多年

后的今日，这仍是 “公认”的优秀辅导员的发展方

向和激励措施。《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

定》指出：“高等学校应把辅导员队伍作为后备干

部培养和选拔的重要来源。”从辅导员现实流动情

况来看，一些表现优秀的辅导员也较快地得到提拔

或转岗，从而脱离辅导员岗位，而工作表现平常的

辅导员却难以得到转岗的机会。这种 “优秀人才流

动”机制，使得辅导员中的优秀分子不断离开辅导

员队伍，不利于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提高和专业化

发展。

（三）岗位职责不明

高校辅导员常常头顶 “保姆”、“消防员”的帽

子，每天 “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现实的原因就

在于凡是与学生沾边的事情辅导员都要去抓去管，

真正花在指导学生上的时间和精力并不多，其工作

已经偏离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 “大学生人生

导师”这一核心。学校的党政管理机关、职能部门

都可以指挥辅导员，哪里学生出了问题或者某个部

门的工 作 不 好 做、不 到 位，都 要 抽 调 辅 导 员 去 参

与，甚至学风建设成为了辅导员的核心本质工作，

需要辅导员去监督学生学习，进行考勤和维持学习

秩序。大量事务性的、具体的工作占去了辅导员的

工作时间和精力，使他们没有时间深入研究大学生

的思想动态、心理特点及不同诉求，无从发现学生

当中的新问题、个别问题，更谈不上创新发展学生

辅导工作。由于辅导员的工作角色、岗位职责和专

业特性不明确，使之人生导师的地位则常常被随意

地分配、指定或安排掉，从而忽视了辅导员专业化

建设。［１］

（四）专业标准缺失

对于任何学科专业及其从业人员来说，专业化

都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的以及不断完善的过程，需

要有明确的规则和依据可循。辅导员作为 “专业工

作者、专家”的地位同样需要政策和制度，需要建

立辅导学专业标准，以客观评价大学生辅导工作从

业人员的素质和质量，并实施不同层次辅导员的评

聘。教育部第２４号令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

建设规定》明确提出辅导员选聘的标准，对包括政

治、品德、专业、能力、意向与岗位资格等方面都

规定了一个大致的标准。各地各高校根据这个总体

标准制定了各自的辅导员选拔、聘用办法，但在职

称和职务聘任方面，却是各自为政，缺乏科学合理

的依据和通用性，大多是挂靠思想政治教师职称系

列，继续沿袭副科正科副处正处的行政职级制，无

法形成新的行业性或专业性标准，使得高校辅导员

的职称职务评聘成了新要求、老办法，处于目标模

糊、标准缺失的尴尬困境。

二、建立辅导学学科体系

学科是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是

知识或学习 的 一 门 分 科，有 其 相 对 独 特 的 研 究 对

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

本要素有：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

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即特有的命题、

原理、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形成方式。

（一）辅导学的涵义与研究方法

辅导学是研究教育辅导过程中心理与行为现象

的科学，是心理学、教育学的分支。它运用心理学

的原理和方法，帮助受辅导者发现自身的问题及根

源，从而挖掘受辅导者本身潜在的能力，来改变原

有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方式，以提高对学习、生活的

适应性和调节周围环境的能力。辅导学是基于现代

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尤其借鉴当代心

理咨询学的方法和成果，植根于学校教育、成长于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工作而形成的。［２］

辅导学的研究方法是研究心理学、教育学和社

会学问题所采用的各种具体途径和手段，包括仪器

和工具的利用。如实验法、观察法、调查法、测验

法、档案法、个案法等。其中，实验法是在控制条

件下操纵某种变量来考查它对其他变量影响的研究

方法，是有目的地控制一定的条件或创设一定的情

境以引起受辅导者的某些心理和行为活动进行研究

的一种方法。观察法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在自然条

件下，通过感官或借助于一定的科学仪器，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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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受辅导者行为的各种资料的搜集并发现规律

的方法。调查法 是 通 过 书 面 或 口 头 回 答 问 题 的 方

式，了解受辅导者心理活动的方法。测验法是采用

标准化的心理测验量表或精密的测验仪器，来测量

受辅导者有关的心理品质的研究方法。

（二）辅导学学科的架构

１．理论与实践

辅导学的发展，在理论上已形成了作为一门学

科的基 本、独 立 的 体 系。它 吸 收 了 多 个 学 科 的 成

果，其中包括教育学、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学科。

辅导学在应用上与社会各实践领域建立了广泛

的联系，形成了多个分支学科，包括教育心理学、

组织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职业生涯发展心理

学等学科。

２．专业结构与知识结构

辅导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以辅导员和学生为对

象、研究教育辅 导 过 程 中 的 心 理 与 行 为 现 象 的 学

科。它是以心理学、教育学作为主要理论支撑，综

合了管理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组织行为

学、职业生涯规划辅导、法学、成功学，以及党建

知识、团建知识、团队管理等多门学科知识理论和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学科。

辅导学学科专业建设，应该通过进行科学的理

论与实践课程体系设计及进行相应的科学研究，达

到培养专业化辅导员的目标。辅导学学科专业结构

和知识结构的核心内容，如图１所示。

图１．辅导学学科专业结构与知识结构

　　辅导学学科专业建设，首先可以使辅导员拥有

与自身职业相匹配的专业方向和研究方向，从而不

断提高辅导员的专业水平；其次，随着辅导学专业

建设的不断发展，未来可以通过专业培养辅导员人

才，再进入高校的辅导员队伍，使辅导员真正成为

专业人才。

三、专业化建设的相关建议

要实现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和发展，明确

职责范围是基础，形成学科专业是核心，指明发展

前景是动力。

（一）明确辅导员岗位职责和角色定位，使辅

导员工作专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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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是学生的教育者、管理者和服务者，专

业性强，素质要求高。与一般专业教师不同，辅导

员主要是在课外进行教育工作，而且还负有一定的

管理职能；辅导员也不是一般的行政人员，不仅仅

从事纯粹的学生事务工作。国家和省市高教行政管

理部门要加大对高校教育的办学投入，加强高校育

人、管理和服务的人员配备，高校必须理顺辅导员

与学校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明确辅导员

与学校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划分，为辅导员队伍专业

化建设提供组织保证，积极创造条件，使辅导员从

繁重的非思想政治教育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

中精力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情况进行研究，真正做好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建立大学生辅导学学科体系，为辅导员

专业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专业理论支撑

目前我国大学生辅导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累积

的实践经验是丰硕的，但其研究的专业性、理论性

仍须加强，需要进一步拓宽和深化辅导学的研究内

容。辅导学学科必须立足于大学生的发展，一方面

依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科平台、专业团队、高

素质的辅导员队伍、专业教学进行学科化发展，另

一方面也还要从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中

深入发掘可用于辅导学的学科资源，努力整合相关

专业资源，经过同化吸收、兼容整合，形成相对独

立、个性的学科专业理论，为辅导学专业发展提供

坚实的学科与理论支撑。

（三）设计辅导学专业职称体系，为大学生辅

导工作及其从业者拓展事业发展空间

通过制度设计，可以把大学生辅导学这一学科

的发展与辅导员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目标紧密相连，

从而使辅导员能够找到人生目标和前进方向，增强

其认同感和成就感，从而产生持续的工作热情和动

力。其中，主要应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进辅导员职称专门化建设。参照各学科

教师系列职称评聘的办法，结合辅导员的工作实际

和特点，制定具有辅导学专业特色的辅导员职称评

聘办法，从职称导向上加强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

设，如设立高级辅导员、副高级辅导员、中级辅导

员、助理辅导员四个级别金字塔型的专门辅导员职

称系列，形成以专门辅导员职称系列为主体，教师

系列职称、管理或政工系列职称为辅助的辅导员队

伍的职称结构。［３］

二是要规划建设结构合理的专业团队。一直以

来，年轻的辅导员队伍总是充满朝气和活力，但流

动性大、稳定性低又使得其专业化建设基础不稳。

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需要形成学术梯队，要有传帮

带的过程，应该建设以３０岁左右为主体、４５岁左

右为核心骨干的辅导员队伍，保留一批年龄稍长、

业绩突出、水平高业务精的专家级辅导员在岗，这

本身也是队伍专业化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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