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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serves as an essential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 I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onstructing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systems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unselors’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new productive forces 
paradigm,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fessional counselor team in universities is supported b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olicy-driven 
initiatives while responding to practical needs. Advanc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aligns with contemporary 
demands and enhances universities’ overall educational capacity. Although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building the 
counselor workforce under this new paradigm, multiple challenges still hinder i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o overcome 
these obstacles and move forwar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for counselor development, promote systematic 
training programs,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nselor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thus driv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counselor work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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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对于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加快辅导员角
色和职责转变发挥着制度性支撑作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建设高校辅导员队伍有理论支持、政策驱动，同时也是现实需
求。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建设是顺应时代要求，有助于提升高校整体育人水平。当前新质生产力
视域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专业化发展的多重困境。因此，为破局前行，需通过加强辅导
员队伍建设的政策保障力度、推进辅导员队伍培训的系统化建设、完善辅导员队伍管理评价的效度等途径，为辅导员队伍
专业化建设发展提供动力。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高校辅导员；专业化；路径探究

【作者简介】肖雪川（1990-），女，中国河南濮阳人，硕

士，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 引言

202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在黑龙江省新时代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新

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出现的新质态，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趋

势，为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指明了方向，也对大学生的

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必须紧密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辅

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不仅是适应新质生产力的需要，更是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所以，新质生

产力背景下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应更具时代发展格

局全球视野和长远擘画。

2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
建设的必要性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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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式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密

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辅导员

队伍建设需以队伍建设为着眼点，以队伍质量提升为核心 [1]。

2.1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

的理论依据
高校辅导员作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

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中，必须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高校辅导员思想

政治工作，不仅体现在传授理论知识，还体现在用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具体的工作实践。当下，社会对创新

人才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

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辅导员的创新素

养直接影响着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新质生产力

就教育事业提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就人才工作机制创新提出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

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

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

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2]。

2.2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

的政策支持
自 1953 年，清华大学设立第一批“政治辅导员”开始，

党和国家始终把“政治”引领作用作为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最

根本的任务 [3]，要求他们在进行自身业务学习的同时，面向

学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1958 年，高等教育部正式出台了

《关于政治辅导员工作条例》，该《条例》肯定了高校政治

辅导员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明确了辅导员在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2004 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制定《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奠定了辅

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基础。2017 年，教育部修订了《普

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43 号令”），进一

步明确了高校辅导员的要求与职责、配备与选聘、发展与培

训、管理与考核等，这也是现在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指导性文

件。2023 年 9 月在地方考察调研期间，习近平首次提出“新

质生产力”的这一概念。辅导员作为高校人才体系不可或缺

的部分，理应不断加强自身素质建设，为激活新质生产力提

供更加强劲的人才支撑。

2.3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

的现实要求
在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高校辅导员要强化新时

代的使命担当，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发展要回应时代要

求、满足社会需求、服务学生成长 [4]。现实层面上，辅导员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坚力量，其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

着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高校育人目标的实现。然而，当前辅导

员队伍在专业能力、职业认同感以及系统化培训机制等方面

仍存在一定短板。因此，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加强辅导

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不仅是提升高校育人质量的关键举措，

更是回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重要路径。

3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
建设面临的困境

教育部 43 号令指出，高校要坚持把辅导员队伍建设作

为高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整体规划、统

筹安排，不断提高辅导员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保证

辅导员工作有条件、干事有平台、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 [5]。  

新质生产力指的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

术突破的新型生产力形态，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等新兴技术。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需要具备更高

的专业能力和适应新技术的能力。这不仅关乎教育质量的提

升，更直接影响着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深入剖

析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所面临的瓶颈，

显得尤为重要。

3.1 传统角色与新增职能的冲突
调查显示 78% 辅导员存在“职责边界模糊”困惑，辅

导员在高校管理体系中的职能边界较为模糊。一方面，他们

承担着学生思想引领、心理健康辅导等核心任务；另一方面，

却常常被繁杂的行政事务所牵绊，难以聚焦于专业能力的提

升。这种“多面手”的角色期待，使得辅导员在职业发展中

容易陷入“样样通却无专长”的尴尬境地，严重影响辅导员

队伍建设效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辅导员的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辅导员除了做学生日常思想理论教育的引导

着，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辅导员还应学会运用大数据关

注学生的思想动向，结合当下社会的快速发展，了解最新的

社会发展，对学生的就业创业给予更多的指导和服务。运用

承担更多技术指导或数据分析的角色来解决问题。实现辅导

员队伍的专家化不仅是深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客观需要，也是辅导员队伍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 [6]。

3.2 传统培训与技术能力断层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高校教育最基本的建设内容之

一，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

展，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存在技能水平不匹配的问

题。高校辅导员创新意识不强，缺乏具备新质生产力要求的

相关知识和技能，都将会直接影响高校辅导员育人时效。加

之政策的支持明显不足或滞后，将直接限制新质生产力为高

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赋能的力度和成效。一方面，许多

高校针对辅导员的培训内容往往流于形式，缺乏系统性和针

对性，全国高校辅导员培训课程中，仅 15% 涉及数字经济

相关内容。另一方面，一些培训课程过于理论化，未能结合

实际工作场景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

3.3 评价标准与实际贡献错位
高校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包括学生管理、心理辅导、就

业指导等，而 87% 高校直接套用行政管理岗考核模板，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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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工业化时代科层制管理思维。这种评价标准过于量化，忽

视了辅导员在情感支持、个人发展指导等软性方面的贡献，

没有完全反映他们的实际贡献。同时，高校辅导员的评价体

系也需与时俱进。然而，评价体系滞后，现有的考核标准

可能没有纳入新技术应用的相关指标。高校无法建立从“事

务完成度考核”转向“育人效能评估”，难以建立与新型教

育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很难释放辅导员队伍的创新

势能。

4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
建设的路径探究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关乎

教育质量的提升，直接影响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因

此，新质生产力推动下，辅导员队伍建设需突破传统范式，

创新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方式方法，提高辅导员队伍建设

水平。通过加强各项制度保障、创新技术融合的专业能力、

建立动态发展的评价标准，打造兼具教育智慧与科技素养的

专业化队伍，最终实现从事务管理者向智能教育设计师的转

型，为培养新型生产力需求人才提供关键支撑。

4.1 加大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政策保障力度 
高校辅导员在传统角色中主要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日常管理、心理健康辅导、就业指导等。但在新质生产

力的背景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可能发生变化，比如更强调

创新能力、科技素养、跨学科能力等。为此，必须从政策层

面加大支持力度，为辅导员队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制

度保障。首先，应完善相关政策体系，明确辅导员的职责定

位与发展路径。通过出台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文件，

为其专业化建设奠定基础。其次，需强化资源投入与激励机

制。通过增加专项经费支持、优化职称评定标准以及设立奖

励制度等方式，激发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使他们

在育人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2 提升高校辅导员建设的专业能力
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升高校辅导

员专业能力需要构建“三维赋能体系”，具体实施路径如下：

首先，实现技术认知的重构。实施数字素养升级计划，

提升智能教育工具的应用能力。其次，推动育人模式创新。

开发“价值观引导算法”评估模型，构建混合现实思政教育

场景库。 最后，实现实践能力的跃升，建立“技术辅导员”

认证体系，搭建高校 - 企业 - 科研院所协同共建联盟，开发

辅导员数字能力仪表盘。通过这一系统化培养体系，辅导员

将从传统的事务管理者向“科技育人工程师”转型，以更高

效的方式应对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教育变革挑战。

4.3 构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评价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驱动，所以评价体系需

要反映辅导员在培养学生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方面的表现。

传统评价更注重日常管理和思想教育，现在需要加入创新教

育、科技素养培养等指标。在新质生产力深刻变革教育生态

的背景下，高校辅导员评价体系亟需构建“四维”智能评估

模型，实现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从事务考核到价值创造

的转型。首先，重构评价维度。为学生工作的各个板块赋值，

构建多维度评价体系。例如，技术赋能指数可包括智能工具

应用熟练度、数字思政资源建设量；跨界协作能力涉及校企

合作项目参与度、跨学科团队组建数量等等。其次，革新评

估方式。引入动态数据画像系统，接入教务、学工、就业等

多源数据库，构建个性化能力雷达图，实现实时预警能力短

板，并借助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精准评估育人效果。最后，

优化结果应用机制。建立发展性激励制度，设立“科技创新

育人奖”，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分成机制，实现智能匹配个性

化提升路径，助力辅导员精准成长，提升育人工作的科学性

与实效性。

在新质生产力重塑教育形态的深刻变革中，高校辅导

员队伍专业化建设呈现出从经验传承型向技术赋能型的范

式转型。未来实践中，需重点关注智能教育伦理规约建设、

辅导员技术领导力培育等前沿领域，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构

建、文化重塑的系统性变革，最终实现辅导员队伍从“事务

管理者”到“科技育人师”的质的飞跃，为高等教育现代化

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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