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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剖析了目前高校专职学生敢工肌伍建设的现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这支队伍建设的措施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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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作风优良的 

专职学生政工队伍是做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 

组织保证。 

从整体上讲，这支队伍了解学生，熟悉业务，懂 

得教育规律，能够卓有成效地在学生中开展思想政 

治工作。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和新时期对思想政治 

工作的要求来看，专职学生政工队伍仍不适应形势 

发展的需要。其主要不足之处表现有三： 

1．数量不足。据有关调查，目前高校中从事思 

想政治工作的专职干部都较少，许多政工干部都是 

身兼数职。原国家教委规定，专职政治辅导员按学 

生的150：l(文科院校 120：1)配备，但不少高校尚未 

达到这个要求。力量不足是专职学生政工队伍建设 

薄弱的突出表现。这严重地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 

进行，造成许多该做的事无人去做，该管的工作无人 

去管。 

2．素质不高。这是专职学生政工干部本身的 

不足。目前高校专职学生政工干部大都是前几年留 

校的毕业生，一般缺少实际思想工作的锻炼，并且。 

他们大多是学理工的，对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 

会学 管理学等基本知识比较缺乏。不少同志工作 

前无培训，工作后又很少有时问学习。随着改革开 

放的进一步深人，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专职 

政工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使是做思想工作时 

间较长的同志，由于自身知识的老化和缺少“充电” 

的机会，对学生提出的一些思想理论问题也难以作 

出有说服力的答复。给予正确的引导。 

3．人心不稳。当前高校专职学生政工队伍人 

心不稳是个很突出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自身对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科学性认识不足，认 

为在高校搞业务有前途，学生工作搞不出名堂，存在 

后顾之忧。二是政策不落实。学生工作面广量大， 

他们许多人从早上查出操到晚上开会，搞括动，从平 

时的繁琐管理到节假日的组织括动都管。又苦又累。 

但在政策上对学生工作的劳动价值缺乏科学的衡量 

尺度，付出的劳动难以得到承认和尊重，各方面的待 

遇普遍低于同时毕业做教师的同志。由于这些问题 

的存在，造成一部分同志的不安心，有的思转(搞业 

务)，有的思考(考研究生)，有的思走(调离学校从 

政)。真正愿意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志愿兵”是少数， 

不得不服从工作安排的“义务兵”是多数。 

这种状况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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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适应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加强这支队伍建设。 

1．合理使用。目前高校由于从事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的专职干部偏少，而长期以来又存在这样一 

种偏见，即凡涉及到有关学生的工作，事无巨细，均 

要由学生政工干部去做，甚至包括一些本来就属于 

教学、后勤、行政部门负责的工作，也推给学生政工 

干部去做。他们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思想政治教育 

及其研究，这也是队伍素质难以提高及思想不稳的 

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坚持思想政治工作齐抓共管 

的原则，努力使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真正 

落到实处。将专职干部从日常行政事务中解放出 

来，让他们把精力主要用于思想政治工作，根据需要 

与可能，允许他们有一定时问来提高自身素质，也可 

以上部分德育课，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工作。 

如果对他们只管使用，不注重对他们的培养提高，就 

会造成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和客体的“反差”现象。 

此外，要逐步建立健全学生政工干部(含兼职) 

的科学管理和合理使用制度。重点是完善思想政治 

教育岗位责任制度和目标管理科学评估制度。坚持 

分级管理、层层负责、奖优罚劣、汰庸任贤、合理流动 

等原则，克服职责不清、赏罚不明等弊端，从而为高 

校学生政工干部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 

条件。同时，逐步提高学生政工干部的工作和生活 

待遇，改变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实际收人偏低 

的状况，解除后顾之忧，鼓励他们全身心地投人到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中去。 

2．精心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比一般管 

理工作复杂得多，要求专职学生政工干部有较高层 

次的素质修养。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对管理工作的 

认识，不断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来充实这支队伍，另 
一 方面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他们进行培训。 

— — 在工作实践中培养。根据现代科学管理的 

能级原理，对处在不同级别上的干部，上级部门和领 

导要给他们适当分量的担子，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要给他们提要求，交任务，如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创 

建优良学风班活动、党团活动、班级活动、社会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等，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引导他 

们探索工作规律，虚心学习别人的经验，理论联系实 

际，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 — 组织多形式的培训。一是在职培训。可根 

据具体情况，对专兼职学生政工干部进行短期培训 

(如组织新上岗的专职学生政工干部参加地方或本 

校举办的岗前培训)，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基 

本技能及有关学科知识为内容，结合本职工作实践， 

采取讲座、研讨会等形式，提高他们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二是业余进修。鼓励和 

帮助专兼职学生政工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函授 

教育，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管理专业，以及 

其它社会科学专业，通过进修，弥补自己的不足。三 

是脱产进修 推荐部分优秀的专职政工干部去攻读 

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等相关学科的第 

二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 

3．解决出路。出路问题是专职学生政工人员 

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有利于 

调动和保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反之，则很难解除他 

们的后顾之忧，就很难消除他们在工作中的消极情 

绪。因此，要根据他们的自身特点，采取积极措施， 

使他们觉得工作“有奔头”。 
— — 在不影响队伍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允许或 

鼓励专职学生政工干部向校内各部门分流，做到“合 

理滚动，按需分流”。要形成机关干部必须从基层选 

拔产生的制度，使学生政工干部的流动成为高校干 

部培养的一个重要步骤和必要环节。同时规定，除 

特殊情况外，专职辅导员必须在本职岗位上千满四 

年后才能分流。 
— — 设立思想政治教育系列职称评委会，为政 

工人员单独评聘职称，同等条件下专职学生政工干 

部优先评聘。对于少数长期在第一线从事思想政治 

工作，但不符合职称评聘条件的专职学生政工人员 

可据工作年限和实际表现，经组织考核，给予副科、 

正科和副处级待遇。 
— — 允许或鼓励一部分专职学生政工干部兼任 

业务教师或专业课指导教师，鼓励他们“双肩挑”，傲 

到学生工作与所学专业两不误。对其中具有业务教 

学能力的同志要鼓励他们报考脱产或在职研究生， 

使他们最终回到业务教师行列之中，列人教师系列 

参加职称评定，对他们从事学生工作的经历，作为职 

称晋升的优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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