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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边际不清而“无头绪”。近些年，部分学院辅导员

借调、访惠聚、内派等，人员奇缺，工作的压力和任务

是成倍的增加，“五加二，白加黑”成为了工作常态。

（四）新疆高校辅导员信息化水平待提高

信 息 化 ， 大 数 据 是 当 前 社 会 发 展 的 主 要 特 点 和 趋

势，辅导员要及时适应时代发展之需，不断提高信息化

办公的能力和水平。在高校，涉及学生的系统大致有财

务系统、教务系统和易班系统等，这些系统各成一体，

数据不能共享。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大量事务性的数据核

查工作，这些工作均需要辅导员的高度参与才能完成。

急需要大数据资源与技术优势来优化学生教育管理服务

工作，辅导员利用大数据平台，将学生事务管理化繁为

简、由人工转职能，能大大提高学生事务管理的效率。

应用好大数据，也能为辅导员在疫情防控、安全稳定、

学业风险等方面提前预警，帮助辅导员及时把控了解情

况，第一时间做出应对，守好安全底线。

新疆高校辅导员提升素质能力的提升路径

（一）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升政治素质

一是强化理论武装，把学习当成一种政治自觉，合

理安排好学习时间，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做到经常学、

持续学。坚持集体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认真参加所

在党支部的“三会一课”，同时要坚持好个人自学。二

是学思践悟，学深悟透。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要更进一步学习四史（中共

党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史 和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在学中思、思中悟，融会贯通，在考验和磨砺中

提高觉悟，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三是严格执行政

治规矩，旗帜鲜明讲政治，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政治立

场，在错误言行面前敢于抵制、斗争，时时刻刻做到自

警自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看问题、想问题、以党章为准则，

从国内国际、疆内疆外、学校学院发展大局考虑，在重

大原则问题，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自觉在行动

上与上级党委对标对表，时刻注重打扫思想上的灰尘。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政治道路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注重实践锻炼，不断提升技能素质

新疆高校的辅导员，要注重区情和域情的深刻理解

和把握，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 是 要 选 派 一 批 辅 导 员 深 入 基 层 一 线 ， 如 “ 访 惠 聚 ”

（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在与少数民族零距离的

接触过程中，在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在与

老 百 姓 同 吃 同 住 同 劳 动 的 过 程 中 ， 不 断 地 增 进 民 族 感

情，了解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进而了解掌握少数民族

的生产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亲身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

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二是要利用大家访和暑期

三下乡活动，鼓励年轻辅导员多参与，增长见识，增长

才干，在各种游学中不断提升自己。三是鼓励辅导员参

与主持一些科研课题，带着问题学，以问题为导向，以

掌握实际情况为目的，开展深入调研活动，不断增强科

研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四是以心理健康教育、形势

与政策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相关课程为依托，邀请国

内有影响力的机构和个人开展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技

能培训班，持续不断提升辅导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等技能素质。五是搭建辅

导员交流学习平台，如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辅导员培

训体系构建以及辅导员工作室的建设，让更多的优秀辅

导员从幕后走向了舞台中央，有了展示才华的机会，也

为辅导员的交流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营造了比学赶

超和传帮带的良好机制。

（三）聚焦主责主业，不断提升人格特质素质

教 育 的 本 质 意 味 着 ， 一 棵 树 摇 动 另 一 棵 树 ， 一 朵

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高校辅导

员，要强化人格修养，时时处处展示大境界、大胸怀、

大格局。辅导员要苦练内功，找准位置，紧紧围绕思想

政治教育、党团和班级建设和学业指导等九个方面展开

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改变需要教育者主动适应外

部环境变化，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特点，积

极创设有利的教育情境。 [3]“00后”大学生普遍思维活

跃、崇尚自由，乐于或善于表现、但抗挫抗压能力弱，

这就要求我们辅导员主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不断提升

素质能力，提高职业的含金量，用高尚的人格特质素质

教育青年，引领青年。争取在某个方面有过人之处，做

一个一专多能的多面手。

（四）培养大数据素养，不断提升知识素质

从职业知识来讲，辅导员要具备宽泛的基础知识、

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大数据时代，我们更

需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培养良好的数字素养，在工作

中，注重应用信息化处理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让数据多

跑路，学生少跑腿，一方面有助于将辅导员从繁忙的事

务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创新

发展方面。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辅导员对学生的学习、生

活和工作情况开展全方位、立体式的跟踪和记录，以便

于精准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和行为动向，不断提高学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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