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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吹响新号角，作出新部署，

要求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乡村振兴应该从人才培养着手，

做好文化传承，牢固树立在校大学生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

自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乡村振兴对于高校思政教育的要求

在乡村振兴背景之下，如何做好高校学生的思政教育，

牢固树立学生的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培养符合乡村

振兴要求的高校学生，让学生愿意回到乡村，投身乡村振兴，

这是目前高校思政教育的重点。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拥有丰富

多彩的民族文化，依靠文化振兴的抓手来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具备优质资源。依靠挖掘传统文化优势资源前提下，结合文

化产业市场，让传统艺术结合新的媒介形式获得新生，这不

仅能唤起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情感，更能丰富民众精神文化

生活，使乡村真正走出适合自己的文化振兴之路。通过辅导

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协同育人机制的研究，培养更多的

文化传承人才，并将传统技艺知识引入学校，牢固树立在校

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从而谋求多元发展创新的举措使传统文

化赋予现代意义及有生命力的传播途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3�高校辅导员与思政教师协同育人的必要性

为了进一步探讨协同育人机制的效果，论文从三个方面

进行阐述。

首先，从高校辅导员与思政教师的分工来说明。思政教

师的理论专业，能够将思政知识准确传递给学生，能够对高

校学生所提出的各类问题进行严谨的解答，这是思政教师的

优点。而高校辅导员虽然在专业知识上不能和思政教师相提

并论，但由于高校辅导员与高校学生平时交流密切，对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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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高校辅导员能够将思政老师所安排

的多样化活动落实下去，从而提高思政教育的教学水平 >��。

其次，学生对于二者结合的认可。我们针对二者结合的

问题对学生进行了了解，结果是绝大多数学生对于思政教师

与高校辅导员的合作机制很认同，而且认为两者之间的合作

一定能够对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有提升。

最后，在实际的结合过程中效果显著。“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在具体的协同育人实践中，高校学生的思

政水平在提高，对于乡村振兴的观点也积极正面，这说明高校

辅导员与思政老师协同育人机制是必要的，这样不仅能够促进

学生思政内容的学习，而且能够让校园文化氛围积极正面。

4�高校辅导员与思政老师协同育人过程中所遇

到的问题

在思政教育双方协同育人机制的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协同育人机制配合不流畅、协同育

人机制的教学手段不多样、协同育人机制的资源不充足。具

体内容阐述如下。

4.1�协同育人机制的配合不流畅

在高校辅导员与思政老师协同育人机制执行过程中，发

现双方的配合不默契，在许多领域两者的责任归属不明晰，

如果双方比较负责，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如果双方比较计较，

那么协同育人机制还是换汤不换药，辅导员参与度大大降低，

最终还是打着新形式，做着老事情 >��。造成辅导员与思政教

师配合不流畅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第一，两者之间的岗位

职责不明晰；第二两者之间的考核制度不完善。

4.2�协同育人机制的方式方法不多样

在思政教育过程中，教学方式过于单一，很多高校思政

课堂还是单纯的“填鸭式”教学。虽然高校辅导员与思政教

师协同育人之后，课堂的教学方式丰富一些，但是仍然不足

以全方位、多角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另外，在教学过

程中，辅导员的思政教育相当于对思政老师的思政教育进行

补充，如何合理地掌握并运用目前的教育手段也是辅导员需

要学习的内容。

4.3�协同育人机制的资源不充足

高校辅导员与思政教师的协同育人方案的执行是需要校

方提供经费等支持的。目前中国高校针对思政教育协同教学

还存在于口头或文件支持的地步，并没有真真切切地用实际

行动进行支持。这种态度将会导致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纸

上谈兵，因此高校校方积极地投入资源去真切地支持辅导员

与思政教师协同的思政教育工作，积极的配合双方开展教学，

积极地提供教学资源的支持，这样才能够确保中国思政教育

水平的提升。

5�高校辅导员与思政老师协同育人的优化措施

高校辅导员与思政老师协同育人的优化措施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第一，加强高校辅导员与思政老师的协同教学能力；

第二，丰富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的教学方法；第三，推进

协同育人机制相关资源需求的满足。具体内容阐述如下。

5.1�加强高校辅导员与思政教师的协同能力

由于辅导员工作比较繁琐，思政课教师在课程教学工作

外，还有科研、赛教等工作压力，也未必能够兼职辅导员工

作，因此可以开展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结对子（辅导员师生

比为 �∶ ���，思政课教师师生比为 �∶ ���，因此辅导员与

思政课教师可以 �∶ �开展结对子），定期召开工作交流会，

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辅导员提出工作案例，双方共同对

案例进行研讨，思政课教师根据案例提取思政信息，从而应用

于思政课堂的改进；另一种为针对当前时事，思政课教师通过

政策方针，帮助辅导员开展思政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更好

地做好学生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通过结对子，打破双方

的工作壁垒，达到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工作的双向融合。

5.2�丰富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的教学方法

针对思政协同教育的教学方法要多样化，除了课堂教学

以外，还需要从兴趣小组组建、内部研讨会、观点辩论、社

会实践等进行教学内容的进一步加深。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

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

思政教育中来，从而进一步地保障思政教育的效果，进一步地

满足乡镇振兴的发展需求，培养一批思政端正的高校人才。

5.3�推进协同育人机制的相关资源需求的满足

推进协同育人机制的相关资源需求的满足，重点是要知

道协同育人的支持者在哪里。目前协同育人机制的维系主要

责任人是校方，学校应该针对辅导员和思政老师所提出的合

理要求进行满足，无论是场地、还是经费抑或是学校资源，

都应该进行及时的满足，这样才能够让思政教育走在“绿色

通道”上，才能够让思政协同育人机制“跑”起来 >���

6�结语

目前中国的发展方向是乡村振兴，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基

地，需要给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相关人才。如何让高校学生

打破传统思想到乡村中去，这是思政教育的重点。论文针对

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针对于协同育人

机制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阐述，旨在进一步促进读者对相

关内容的熟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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