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专题热点 

推荐文章

 大卫.皮亚肖德：反思中... 

 青 萍：创建“美德网络... 

 高桥 进：论现代日本的... 

 李景源等：论生态文明 

 易 钢：道德回报理论初... 

 周全德：网络不良信息对... 

 王 琴：“网婚”现象告... 

 王淑芹：市场经济道德性... 

 衡孝庆：关于城市伦理的... 

 翁世平：政治文明与道德... 

 韩东屏：道德的基础不是... 

 卢 风：论应用伦理学之... 

 孙 君等：领导干部“人... 

热门文章

 大卫.皮亚肖德：反思中... 

 中国伦理学会第六届理事... 

 《中国应用伦理学2003—... 

 衡孝庆：关于城市伦理的... 

 李 伦：自由软件运动与... 

 林桂榛：性行为伦理限制... 

 王淑芹：市场经济道德性... 

 王 琴：“网婚”现象告... 

 衡孝庆：西方传统伦理思... 

 易 钢：道德回报理论初... 

 高桥 进：论现代日本的... 

 卢 风：论应用伦理学之... 

 豳 人：史论纵横通古今... 

 翁世平：政治文明与道德... 

 中韩第十三次伦理讨论会... 

首页 → 学校德育 → 普通高校德育 | 学校德育

陈宁：大学生思政教育需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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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但长期以来，作为高等教育育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却往往被忽视，“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目标，在执行过

程中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专职学生工作者边缘化。中共中央16号文件和《普

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的出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队伍 建设指明了

方向。如何理解专业化，如何实现专业化，就成为必须思考与回答的问题。 

  队伍现状：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  

  我国的专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诞生于建国初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

为学生成长、为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市场经济规则的延伸、网络文化的

影响、时尚热点的冲击、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给大学生的教育者、

特别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挑战。为适应变化，这支队伍的结构、素质，

工作的内容、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自身专业素质与能力、发展与适应的问题。但就整体而言，由于始终没有形成完备的知

识系统、没有认同的职业标准、没有公认的评价体系，这支队伍一直处于有职业，无专

业，传承师徒式；缺大师，少成果，工作事务性；有功劳，无成就，地位边缘化；有队

伍，不稳定，发展离散型的状态。  

  16号文件和《规定》出台之后，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体，这支队伍的专

业化建设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要解决长期以来专职学生工作者以转岗、转专业为最终

出路的尴尬局面，真正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化，除了观念上的转变之外，一

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构建真正属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体系。  

  专业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  

  专业，意味着高质量，也体现着专业主体的不可替代性。专业化,指某项工作应由专

门的人员经过专业的培训,进而专门从事某项工作并不断提高的过程。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育人的重要环节，面对大学生群体的各类需求，需要专

门的知识和技能，对工作者有着职业精神、职业素养和职业水平的特殊需求，决定了它

具有高质量和不可替代的专业特征。  

  这里提到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广义的概念，既包括大学生思想道德发展，又涵

盖大学生学习、身心、生活发展，涉及多个专业领域。它遵循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以

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科学性、

艺术性集合的特性。这就决定了它或许不能在某个专业至精至深，却一定要具备几个特

性的集成，是涵盖教育、管理、服务的综合的大学人才培养的专业活动，是不断研究、

实践、提高的过程。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是大学生丰富的精神世界，解答的是过去、现在与未来

关于世界与人生的问题，需要广博、深厚的学识基础；解决的是大学生面对社会与人生

多方面的问题，需要实操的技术含量；面临的是不断的发展与变化，需要不断地研究探



索。这一切，都明确了专业化的指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和内容恰恰是大学教

育的本源和本质属性的体现，自然要体现大学的语境，而这种语境的实现要依靠专业化

的发展。  

  专家们对此进行过有益的探讨。上世纪70年代末，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首次作为一

门学科被提出，随之，教材建设、科学研究，包括专业的设置与建设都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是，实质意义上的专业化始终没有形成，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明确自身的专

业归属。与此相比，美国百年高教的发展史中，清晰地写明了学生事务是如何从无到

有，从非专业到专业发展的历程。专业化的建设，使美国从事学生事务的团队，在学生

成长成才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跨学科的专业。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心理

学、教育学、管理学等，都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

这些相关学科简单地叠加、拼凑。一方面，这些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相互交

叉和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专业独立性，有自己独特的专业价

值、专业体系和专业方法。  

  现有的各相关专业学科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比，从研究对象看，前者探讨的是

理论问题，后者研究的是大学生成长；从研究目标看，前者是要提高学术含量，后者是

为了将成果转化为实践应用；从研究内容上看，前者是学理研究，后者是实践研究；从

研究主体看，前者是理论工作者，后者是实践工作者。这诸多的不同，让人不难理解，

当下学理研究式的相关专业都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或者说它们只是

其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或者是学术后台，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则是现有相关专业的实践

舞台及前沿领域，应当遵循自己的价值原则，明晰自己的专业内容和边界，构建属于自

己的专业。有了自己的专业归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才有了自己的“魂”，也才能有

更好的专业发展。  

  当然，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不是要“排斥”而是要“借力”，可以探讨

多种结构模式。例如：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校，可以采取改造现有专业，或重新凝

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向；一般学校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单位，作为专业搭

建的基本平台等等。但任何一种结构的前提，都必须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科目来

结构，即职业生涯规划、心理素质教育、学生事务管理以及实用性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为基础。无论如何扩展、嫁接还是重组，始终要有明确的、相对独立的、属于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或专业方向。  

  “三位一体”：实现专业化的有效途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工作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

校、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三位一体”的共同努力。在这一框架下，实现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队伍专业化应该是可行而有效的。  

  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推进专业化建设的最大动力。政府的定位在宏观政策层面，包

括：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专业

培养培训制度（含专业归属的指导性意见，确定专业培养、培训的层次、起点，培养培

训的制度化）以及评价指标体系，加强督察和考核等。  

  学校是保障和落实专业化的重要环节。学校的定位在保障和落实层面，包含“四个

到位”，即：认识到位，学校各级领导要站在全面完成高等教育的使命，培养社会主义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加以认识；专业归属和建设落实到位；制定细则，落实

政策和待遇到位；建立独立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  

  追求自身价值的努力是专业化实现的内在动力。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

定位在实践层面。“有为才能有位”，专业化的动力也应充分内化为自身的内在需求。  



 

  要有专业精神，必须意识到专业化是工作和生存的前提和基础，需要自觉地学习、

进修、锻炼和提高；要形成研究者的工作习惯，以研究的态度和方式开展工作，在工作

中学习、研究，以学习、研究的成果指导工作；要切实兼备教师身份，必须在职业生涯

规划、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党课等课程和课堂中，以教师的身份开展工作。  

  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是培养合格大学生的基础，关乎未来的事业追求，必须作为高

等学校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认真加以落实。(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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