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01
2345!6789
():;!<!=

!!"#$%&!!"#"’(

!>?@A!BCDE!FGHIJKALMNOM
BPQRS"TUV#$#WX!FGYMZ[\$
%&’()*
!"+,-./01/12(’31.*%01’

!!)">%!#)"T%!$)"]^JK_‘1_Ma
b1FGc18d!%)"4/’0)252*

!ef[ghij!"#klmn &%&’(’o&302(/p

iq!)*+,!-./0
!!!!"#$%&’()*+),-./0
!"#$%&’()*+’,’-!’+’(".")*

!!!"!T!U
#!!$!FGYMZ[\
%!!&!WXrstuvsw%3p&(’&&(2’
’!!(!FGYMZ[\
)!!*!"+,-./01/12(’31.*%01’
+!!,!FGxyz:{|()}~
-./0!’02667%(&66
+!!1!’&)/2
2!!3!%20�n
$!!4!%&’(�3�o’[
+!!4!%&’(�3�o’�:�
5!!6!%2)&&�

!!!$789":7;<

"G ����gi$��g\�����(
��!&&%0’023&03&0"&&%0’023&’(/&"
&&%0’023&0&%*!��#�!(’&&(2

"Y g\hi�{:�����$�
��Z[\��(

"��!899:!#;;;)<=>:?@<<)A@9



书书书

目　　录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与学生管理

关于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思考 邓　斌 （３ ）………………………………………………

对我院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的思考 张顺玉 （９ ）……………………………………………

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的探索 付　巍 （１４）…………………………………………………

关于学生管理的思考

　———如何加强高职院校学生的管理 吕彩霞 （１８）………………………………………

关于职业技术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 张　倩 （２３）…………………………

关于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 潘德琴 （２８）………………………………

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索 蹇欣洲 （３３）……………………………………

对二专学生思想素质教育提高的思考 敬素清 （３８）………………………………………

对高职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思考 兰蒙蒙 （４２）………………………………………

教育改革与发展

职业技术院校分层教育刍议 梁艺维 （４９）…………………………………………………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顾妍枫 （５４）………………………………………

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模式改革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的 “走过场”现象及其改善 徐小龙 （６１）…………………………

学科与专业建设改革

对工科专业建设中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 李仙仙 （７１）……………………………………

关于工科专业建设中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 张　娅 （７５）…………………………………

工科学生教育中的人文关怀 陈　刚 （７８）…………………………………………………

高职营销类专业礼仪教学探索 罗红梅 （８２）………………………………………………

１



课程建设与改革

强化教学团队建设的探索 胡　琴 （８７）……………………………………………………

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

浅谈二专院校 “经济学基础”的教学方法改革和优化 刘洪秀 （９３）……………………

高职高专类院校 “电工电子技术”教学改革实践与体会 吴立超 （９７）…………………

职业技术院校青年教师教学方法创新的探究 沙　谦 （１０２）………………………………

实验与实践教学改革

落实理实交融理念，加快实训中心建设 董艳军 （１０９）……………………………………

汽车制造专业实践教学探索 张立文 （１１１）…………………………………………………

课堂教学改革

案例教学法在管理学原理课程中的应用 聂启兵 （１１７）……………………………………

论案例教学法在大专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以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唐莉蓉 （１２１）………………………………………

ＲＴＧ油改电 林桂梅 （１２６）……………………………………………………………………

高等职业院校教学之 “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教学的探索 杨树樊 （１３０）………………

非师范类专业教师如何站好讲台探索 谭　坪 （１３４）………………………………………

非师范专业青年教师如何站好讲台的探索 吴兴惠 （１３８）…………………………………

关于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策略 向　娟 （１４２）………………………………………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课程的教学策略 王成健 （１４５）…………………………………

关于高职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研究 廖　洁 （１４９）…………………………………………

教育质量与管理研究

新建高职高专院校教学管理工作现状与改革 王　骏 （１５９）………………………………

新建民办高职院校教学管理工作现状与改革 朱永奎 （１６２）………………………………

２

厚德强技　理实交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
"
#
$
%
&
’
(
)

HOUDEQIANGJI LISHIJIAORONG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与学生管理





关于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思考

校长　邓　斌

摘　要：学生管理工作是关系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对实

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有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人才也提

出更高的要求，在新形势下，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由于历史和现

实的原因，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还存在种种问题，影响了学生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不

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对高职学生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找出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对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剖析，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为本

校更好的开展学生管理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关键词：学生管理；现状；原因

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是民办院校各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办高校建设良好

学风、形成优良校园文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关系到民办高校的稳定、人

才的培养质量以及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因此，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在目前的

新形势下，民办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也遇到一些新的挑战，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学生管

理工作中所存在的如体制、理念、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问题，给学生管理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作为从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一名辅导员，希望以四川汽车职业

技术学院学生管理工作为例，对学生管理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对原因进行

剖析，探讨适合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相关对策，为加强和改进民办院校学生管理工

作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一、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管理工作理念滞后

学生管理工作是一门应用性学科，需要不断研究管理的对象、管理者和管理环境的

变化，才能真正促进管理对象的发展。学生管理理念是学生管理工作的指导性思想，为

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方向，但在现阶段民办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理念的滞后阻

碍了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１．重管理，轻引导

学生管理工作的对象是学生，管理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在实际工

作中，只注重管理结果，不注重引导教育，用行政命令多于教育引导的现象仍然存在。

学生个体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在大学期间，也是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和培养的重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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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管理中忽略学生个体的意识、忽视学生个人判断能力的培养，不注重对学生自我
管理的培养，其结果只能是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和市场的需求不相适应。在民办高校中这
些现象普遍存在，学校强调外在规范管制，对学生行为的自我约束引导不足，侧重用规
章、制度、条例来约束学生，如一些学校对于学生早出操与晚自习的严格规定。学校对
于早出操的严格规定，初衷是为了加强学生的体质锻炼，使学生拥有健康的体魄，但如
果只是一味地通过严格规定来达到要求，把锻炼形式化和格式化就不是我们教育管理所
需要的。有些学校还使早出操最终沦为出勤记录，作为衡量辅导员或班主任工作业绩的
指标，失去了它本来的目的和意义。为了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学校应该要做的是增加
体育设施，定期组织各种体育活动，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引导学生主动参加锻
炼，使它成为自身的一种需求。

２．重教学，轻德育
民办院校学生的培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的质量，所以，很多民办学校把

教学工作视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和生命线工作，使得民办高校重视教学工作而轻视学生工
作的现象普遍存在。对于学生工作，人们往往认为，只要保证学生能在校读书不出事即
可，只有教学质量、科研成果和就业率才会影响到学校办学。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学生
工作的经费、人员编制、设施、时间都得不到保证，严重影响了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

３．重一般，轻特色
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复合型、技能型、实用型

人才，所以，职业性就成为民办高校学生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对民办高校的学生来
说，他们在校期间，已基本确定将来要从事的职业，所以，在校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
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更要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了解将要从事职业的理念、职业的行
为规划和职业道德的相关要求，并以一个准职业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这一特性要
求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在学生管理制度的制订、学生行为规范的管理、学生活动的组
织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学生的职业特点，更要符合学生成长的方向。

（二）学校管理工作体制存在缺陷

１．垂直管理体制问题
现在的民办高校在学生管理体制上大都是由学校的学生处 （部）负责，各学院设分

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而具体承担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或班主任，主要负责学生的日
常管理、思想教育、毕业生就业等各项工作。这种二级管理体制，对学院这一层赋予一
定的职责，通过职责要求，学校将一定的人权、物权、财权下放，使学院这一层在管理
工作中能够较主动地开展工作，拥有一定的权益和职责，促进学院 （系）工作生机和活
力的释放。这种体制从垂直上来说，看似有着明确的层次，从学校、学院 （系）再到年
级辅导员或班主任，学生管理工作能够通过体制内部的各个层次，有效地开展工作。但
在实际学生管理工作过程中，作为辅导员或班主任这一层，基本上是向下传达精神、向
上汇报工作，如果这一层次没有做好上下沟通工作，管理的效果就大打折扣，没有较好
地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教育管理工作。

２．横向管理体制问题
民办高校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已取得一些成果，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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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技能型的人才，但由于高职起步较晚、发展较快，在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
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体制与学校发展不相适应等。从横向上看学生管理体制可以发
现，较多学校在院系之间的沟通较少，学生管理工作人员与教学教师的沟通缺乏，学院
与学校后勤管理部门缺乏沟通。对于教师，他们往往认为学生管理是学校学工处、辅导
员和班主任该做的事，与自己无关，在教学中，只完成自身的教学任务，如果学生出现
问题，则认为是学生工作部门没把学生管好。对于辅导员、班主任，由于各个工作人员
所带学生的专业不一样，学生群体的特点也不一样，在工作中，大部分的辅导员只关注
本年级的事，与其他年级辅导员的工作交流较少，由于日常事务性的工作，与任课教师
的交流也较少。在学校后勤社会化后，学生生活管理的难度更大，后勤部门也会抱怨学
生工作人员没有把学生管好，而学生管理部门则会认为后勤部门在工作中育人的功能没
有发挥。所以，这几者之间，当问题出现时，就会互相 “扯皮”，影响管理工作的效果。

此外，横向体制的问题还表现在，各个学院在学生管理工作、教学、科研这三大块内容
上的重视程度以及精力花费都不一样，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很多高职院校重教学、轻管
理，重制度、轻教育的现象。有人说：“没有教育的管理是苍白的，没有管理的教育是
无力的。”同样的，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要想做好学生管理工作，必定要先从体制入手。

（三）学生管理队伍问题

１．队伍数量严重不足
辅导员工作的内容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日常行为管理。学生在校的学习、生

活、实践等方方面面都需要辅导员去落实，只要是学生有什么事，首先想到的都是辅导
员，很多人把辅导员戏称为 “万金油”，认为只要是学生的事，就都和辅导员有关。为
了做好学生的评优评先、困难资助、学生党建、学生活动等事务，辅导员不得不花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在学校各职能部门间奔波。这些事务性工作随着辅导员个人所带学生数的
增多而增多，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也使得辅导员自身无暇去学习、去提
高，来丰富和提升理论工作水平。高职院校的学生类型和层次比较多，思想波动比较
大，辅导员的工作就形象地被人们称之为 “救火队”“医疗队”“心理咨询师”“保姆”
“贴身保镖”等，这些称谓也体现了辅导员工作的繁杂与琐碎。所以，有些人就只是把
辅导员这个岗位作为职业的跳板，并未真正努力去做好这份工作。

２．专业化水平不高
从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队伍的年龄方面来说，他们相对都比较年轻，基本

上是从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由于工作经验和经历的缺乏，这些年轻的辅导员在工
作中常常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当学生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比如关于职业生涯规
划、班级管理等工作。有些辅导员自身刚刚步入职场，角色还未及时转换，只有工作的
热情，还没有形成比较好的工作思路，在工作中未能运用恰当的方式方法，未能得到学
生的认可，使得管理没有达到相应的效果。对这部分辅导员来说，他们需要时间来成
长，需要学校加强辅导员队伍各方面的建设，促进辅导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

３．管理能力参差不齐
从本校当前辅导员队伍的状况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出身的辅导员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的辅导员都是非专业出身，在思想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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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基本理论功底不够扎实，应该具备的素质还有所欠缺，不能完全胜任辅导员的工
作，需要学校不断加强培养。在工作中表现为，有些辅导员由于自身素质的原因，对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够重视，在组织学生活动中，注重活动的形式，在形式上开展得轰轰
烈烈，但对活动的宗旨、意义的深入探索不够，特别是活动的教育功能没有充分展现。

４．服务意识不强
人的素质是一个包括智力因素，也包括思想、品质、情感、意志、心理等非智力因

素在内的综合素质。大学生是建设社会的未来力量，在学校的教育管理中，学生管理者
更要体现如何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些都需要树立新的管理理念，抛开过去单
纯只注重管理而轻服务的思想。只有树立主动服务的思想，才能真正地从学生出发，做
到 “三个一切”，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从而真正促进
学生个人的成长成才。

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学生情况分析

民办高校学生作为当代大学生中的一部分，和其他本科学生一样拥有主流和积极健
康的一面。总体来说，他们一样会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关注涉及国家利益及民族尊严
的各种事件，关注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或政策，有强烈的爱国心，有自
己的人生目标和奋斗方向；但同时，他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也给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各
种要求。

（一）思想主流积极，理想信念淡薄

高职学生从总体上来看，思想主流比较积极和健康，他们有比较明确的政治方向，

能够主动关心国家时事政治，有较好的道德修养，注意自身的行为规范，有一定的法纪
观念，关心学校和学院的发展并为此做出努力，展现当代大学生优秀和积极的一面。但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高职大学生中还存在部分消极的思想，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方
向，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上比较模糊，崇尚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二）缺乏吃苦耐劳与合作精神

虽然从全国每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民办院校的家庭困难学生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但
大部分学生在生活条件上相对而言还算优良。特别是独生子女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炼，缺
乏劳动的锻炼，缺乏吃苦的精神。在家中，安然地享受父母亲和亲戚的宠爱，自我意识
较强，唯我独尊，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在学校里，崇尚自由，追求时尚，有较独立的个
性，但不能正确接受别人的意见，不关心集体活动。在人际交往中，虽然与其他人有交
往的意愿，但往往不想踏出第一步。在心理上，经受不起挫折的打击，在团队中较容易
表现出不愿意合作的倾向。

（三）学习目标不明，学习动力不足

专科这一层次是高等教育中最低的一个层次，作为高考中最后一个批次录取的学
生，在录取成绩上差别较大，从４００多分到２００多分都有，这就使得民办高校在生源上
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部分学生能够在一入学就给自己确立目标，如专升本、为就业获
取相关的证书和职业技能，在学习中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就业做好相关方面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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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但这部分学生还是少数，仍然有大部分的学生没有学习目标，没有学习动力，没有

学习方法，不适应高校教育的学习生活，成绩较差，并出现逃学、厌学的情绪。这部分

学生通常对学习和生活都比较茫然，不能合理地支配和安排自己的时间，容易受外界环

境的干扰和他人情绪的影响，对专业学习所应掌握的技能认识不足，没有学习的兴趣和

动力，结果把许多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上网消遣、电话聊天、在宿舍睡觉、打扑克等无聊

的事情上。

（四）自卑感和失落感较强

从高职院校反馈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学生还是能够以一种 “既来之，则安之”的

心态来适应高职教育的学习、生活，不断注重心理状态的调整，积极面对高校教育阶段

学习、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总体上比较稳定和健康。但还是存在一部分学生由于认识

不足，自我调整能力较差，而出现自卑感和失落感的负面情绪。主要表现在，有些学生

对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认识不足，认为高职学生就是比其他大学生低人一等，而不是像

国家所定位的，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复合型、技能型、实用型的人才。对于高考

失利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的学生，容易情绪低落；而对于正常分数考进高职院校的学生，

由于学校的现实状况与他们理想中的大学生活有差距，也会产生较大的失落感。对于
“高职”这两个字，很多学生感到苦恼还有茫然，觉得这个身份与本科生相比差距较大，

在就业方面，更多的学生表现出迷茫情绪。还有一些农村的学生，与城市的学生相比，

在生活质量等各方面都会觉得有差距，这些都容易让学生产生自卑感。面对这样的问

题，高职学生一方面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校的关心、老师的关爱；另一方面，又不

能客观地看待学校在教育管理中采取的做法，在遇到问题时容易走极端，有时甚至会用

破坏性的行为来引起学校和社会的关注，以发泄不良的情绪。

（五）自我管理与自我约束能力差

首先，从学生自身来说，高职学生处在青春期阶段，生理上的变化必然带来心理上的变

化。这个时期的学生渴望自由，但却不理解自由的真正含义；希望摆脱家庭和父母亲的约

束，却往往不能采取正确的方式；希望了解异性，却又不能正确把握友谊与爱情的区别。在

学习和生活上，容易受他人影响，从众与跟风的心理特别严重。对于学校纪律和规章制度中

明令禁止的方面，不能较好地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在自我品德的培养上，不重视对国家路

线、方针、政策的学习，没有明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自省、自察、自律方面做

得还不够，会出现如旷课、迟到、酗酒、打架等现象。在自我目标的设定上，高职部分学生

还未能进行合理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定位，抱着边走边看的心态，对自我目标没有较好的认

识。在自我理财的管理上，缺乏合理的认识，存在攀比和虚荣心强的现象，对于学习、伙

食、娱乐的费用不能合理地安排。

其次，在学校管理的培养中，忽视了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在学生管理中，对

松与严的度把握不好。管理过松，容易使学生无视制度的要求，自我放纵，不能实现学

校对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管理过严，容易使学生产生逆反的心态，使规章制度失去原

有的规范和引导意义，单纯成为学生行为的束缚。学生管理方法的陈旧，使管理者不能

根据学生的需要，随着学生情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很多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还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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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 “高级保姆”式的管理阶段，使得学生成为这些 “保姆”手中的 “婴儿”。这种管

理方法和模式容易限制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展，也使学生管理的质量和

效率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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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院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的思考

教务科研处　张顺玉

摘　要：做好学生管理工作必须认清现状和学生思想状况。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

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高素质的，以学生管理教育工作创新为动力，以 “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为主渠道和主阵地的学生管理教育队伍。学生管理教育工作要与校园文化建

设相结合，重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学生管理教育工作要作为系统工程，全员育

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

关键词：学生；管理；思考

当代社会及其发展为学生管理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加强和改进我院学生管理

工作指明了方向。如何从思路、队伍、载体、机制、方法等方面创新我院学生管理工

作，创造性地做好我院学生管理教育工作，是我院每一个工作者必须直面的问题。笔者

认为必须对学生管理工作有 “两个认清”，即对学生管理工作的现状和学生思想状况有

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卓有成效的对策和措施。

一、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状况浅析

毋庸置疑，我院学生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学生管理工作也还存在收效不尽如

人意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管理缺乏调查研究，对学生思想的现状和

动态不了解，闭门造车，与学生实际脱节，导致工作不受学生欢迎；二是管理队伍素质

有待提高，学生管理工作方面的业务型人才不多，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和创新意识、受

学生欢迎、有较强综合实践能力的管理者匮乏；三是学生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还较为呆

板单一，主要强调外在规范管制，用规章、制度、条例来约束学生，对学生行为的引导

不足，导致学生管理工作疲于应付；四是各部门之间学生管理工作缺少协调配合，部门
“各自为战”，难以形成整体效果；五是缺少一个有利于学生管理工作的环境氛围。

二、学生思想状况浅析

教育学生首先要了解学生，要深入了解学生的特点，把握学生成长规律，使学生管

理教育工作贴近学生、贴近实际。纵观我院学生的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

我院学生中绝大多数朝气蓬勃，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如积极争取参加社团活动，

参加党校培训学习；对于将来，他们能够认识到，要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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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除了要掌握扎实、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外，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道德品质也是非常

重要的。这些都是非常可贵也是非常喜人的。

（二）思想道德素质存在着一些道德缺失的状况

具体表现为以下六方面。

一是存在 “三不”现象：一不知道怎么就进了大学；二不知道进大学后该干什么，

对所学专业了解不深；三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大学，没有明确的方向。一部分学生入校基

础就比较差，没有学习的动力和热情，更缺乏学习目标，不知道是为谁来学习的，甚至

有的是认为到学校来学习是父母逼来的。不是我要学，而是父母要我学，到学校后是老

师要我学。这使他们很容易出现人生目标的暂时性缺失，并对上大学的机会不珍惜、不

用心。大一的时候尽情地玩，等到了大三时，突然看到了社会竞争的残酷，看到了自己

少得可怜的知识储备，便开始为自己的将来感到压力、感到手足无措。二是理想信念模

糊，在一些学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少正确的理想、不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着什么样的

重任的现象。同时，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对个人利益考虑得较多，缺乏社会责任感。三

是诚信和法律意识淡薄。部分学生由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缺乏诚信和法律意识。如考

试时违纪作弊，已不是个别现象。四是社会公德意识较差。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重

视不够，缺乏检点，不爱护公共财物，不讲卫生。五是艰苦奋斗精神淡化。生活不够节

俭，铺张浪费，花钱大手大脚。六是部分学生心理上承受着各种压力，如学习的压力、

升学与就业的压力、家庭困难的经济压力、情感压力等，产生各种心理问题。

三、对策与建议

（一）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学生思想的动态发展情况

有效的学生管理的前提在于掌握学生思想的动态发展情况。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使得国际社会上的不同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碰撞更加激烈。这对于随时在线在网学生来

说，往往会由此引起和形成诸多 “热点”，在思想上产生飞跃式迷惘，认识出现多元化

倾向。同时，在我院学生自己的学习、生活中既面临着一些思想问题，也面临很多实际

问题，这些实际问题往往是他们思想问题的根源。这些学生有着不同以往的成长背景和

环境，他们一直在升学的压力下拼搏，考进大学后又身处学业和就业的双重竞争，一些

人还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学生管理过程中我们应当仔细分辨哪些是思想认识问题，哪

些是实际困难。许多思想问题实际上是由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引起的，比如：学业有困

难，不会处理与同学、老师、异性的关系，不会规划个人职业生涯，健康状况不好，发

生了个人或家庭生活的重大变故，沉溺于网络不能自拔等。我们的学生管理要做到有的

放矢，对学生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不能视而不见，要主动去了解、去发现，要尽量接近学

生的思维方式、心理特点，认识这些实际问题就能为解决思想问题创造条件，甚至一些

思想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果不顾实际，就会拉大我们和学生的距离，使双方在感情

上、心理上存在隔阂，也就会出现有问题不找老师而通过非正常渠道解决的现象。这就

需要我们分析新形势，把握新特点，做出新判断，努力探索我院学生的思想观念变化，

力争在 “第一时间”把握住学生的思想脉动，掌握学生思想的动态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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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高素质的学生管理教育队伍

学生管理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素质高的教师队伍。

首先是学生管理队伍———班主任队伍。班主任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搞好

学生管理教育的关键在班主任。学生管理队伍建设的重点在提高管理能力和加强职业道

德教育两个方面。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开展对管理队伍的培训，使其尽快提高管理能

力；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学生管理队伍中积极开展以师德师风建设为核心的 “三育人”工

作，树立 “学校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师无小节，处处是楷模”的观念，引导学生管

理者自觉履行职责和义务，为人师表，以身示范，在学生成才中起引路作用，增强实施

素质教育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要引导学生管理队伍紧紧围绕学校改革、发展和教师思

想、工作实际，通过加强思想理论教育，落实教书育人工作，努力提高学生管理队伍的

职业道德素质。在打造一支优秀的学生管理队伍的同时还要抓好另外几支队伍的建设，

如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就业指导队伍及学生党员干部队伍。

（三）学生管理教育工作必须要创新

首先，思路要创新，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和改进学生管理工作的新思路。要知

道，大部分学生早已熟悉和厌倦了已有的学生管理工作的单一方法。要彻底改变学生管

理教育工作我说你听的传统思维，改说教为交流，改谈心为交心，改面对面为同条线，

我们要带着对学生的满腔热忱去做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要真正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

和良师益友，要大力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亲和力和学生管理工作者个人的人格魅力。因

为思想工作和其他工作不一样，不是靠权力来推进的，更多的是靠说服力、影响力和人

格的力量。要使学生真正能够体会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好，都是为了学生

的成长、成才和将来的成功。人们常讲，“情通理顺，入情入理”，这说得非常好，只有

在感情上和学生有了亲近感，道理才能入耳、入脑、入心。所以做学生管理工作一定要
“三贴近”，即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要把对学生的释疑解惑和排忧解难

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及时给予学生开导和帮助。其次，在学生管理教育工作过程中要发

挥我院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形成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合力，从而

把我院学生管理提高到和谐社会这个更高的层次上。再次，方法要创新，要探索让学生

乐意听、乐意说、乐意玩的方法，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必要强调强

化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积极性，鼓励学生对解决一些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积极

参与独立思考，通过讨论方式交流思想，明辨是非，受到教育。同时，要鼓励学生深入

社会、服务社会，积极参加志愿者服务等社会实践和社会公益活动，帮助他们正确认识

在实践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最后，调动学生会组织的能动作用。学生会作为学生选举

产生的组织，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影响力，学生干部同学生群体保持着最亲密的距离，调

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好学生干部的作用，让学生管理学生，既锻炼学生的工作能力，

拉近了学生和工作的距离，又丰富了学生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锻炼了学生的社会工作

能力，可谓一举两得。

（四）要重视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挥好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学生管理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它对于推进学生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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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重要作用。因此，必须重视发挥
“主渠道和主阵地”教学在学生管理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努力回答学生普遍关注的重要

理论和实践问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学生，

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前途和２１世纪中国命运的大事，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

不动摇的长远大计，也是加强学生管理教育和德育教育的基础工程。在现有的基础上，

深入结合教学实际，积极组织力量着重抓好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教学方法的改

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骨干教师的培养；要创造性地开辟新思路，在 “进学生头脑”上

下真功夫，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性、系统性、针对性，保证教学效

果。同时学校还要通过社会实践、参观学习等多种形式，积极创造条件，使学生在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断引向深入。学校还要全面开展对

学生的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宣传，教育我院学生识大体、懂全

局，深刻认识世界的形势和我国的国情，正确把握新时期学生应有的行为规范、思想准

则和成才取向，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五）学生管理教育工作要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重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大学历来是社会文明的源头，从来都是引领文化潮流、传播科学思想、开创文明新

风的地方。用学校的文明风尚去影响青年，进而用有理想的文明青年去建设理想的社

会。校园文化环境的塑造是一个学校办学理念、办学传统、管理水平和校风学风的综合

体现，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随时随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师生的思想和作风，对外也

反映出一个学校的形象，反映出一个学校对社会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我院历来都很注重

校园文化特色的塑造。一直注重培养自己的个性，现在更是注重打造自己独特的校园文

化风格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在育人环境问题上，首先要把校园环境文化建设好。校园的

文化环境包括多方面。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氛围。这就是爱国进步、

团结向上、民主活泼、安定有序，它能够激励、引导学生和党心连心、和人民共命运。

其次，要有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道德氛围。这种校园道德建设历来是以师德为先，师

德是先导，公德是基础。教师应当以德化人，为人师表。在校园中，应该处处讲文明、

人人懂礼貌，使大学真正成为精神文明的一个源头，用文明行为和文明思想辐射社会，

让社会上那些丑陋的现象、腐败的风气和低俗的行为在大学没有市场。再次，要有一个

良好的学术环境。大学的学术环境非常重要。大学应该有活跃而浓厚的学术氛围，有宽

松而自由的创新环境，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最后，要有

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大学应该是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基地，同时也是引进外来文明

的窗口，既要高扬主旋律又要提倡多样化。大学应该成为先进文化、健康文化、高雅文

化最有市场、最有人气的地方。学生学习和生活在这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思

想素养可以得到全面熏陶和感染。

（六）我院学生管理教育工作要作为系统工程，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

人

　　我院学生管理教育工作是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责任，是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任务。

事实上，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学生管理的实效性是不能够单单通过课本上与教学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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