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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革命正在重塑教育生态系统，辅导员能力的提升必须摆脱对传统路径的依赖。在这样的背景下，

高校学生工作队伍的专业发展迫切需要打破现有的能力生成机制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通过智能技术推动

管理模式的转型、职业角色的迭代升级以及制度体系的创新再造，不断构建辅导员动态发展能力框架，

以促进辅导员向“教育形态变革的引领者”角色的转变。本文将探讨如何从人工智能的角度出发，制定

高校辅导员有效的能力培养与提升策略，以满足现代教育发展的需求。 
 
关键词 

人工智能，辅导员，能力培养，提升策略 
 

 

Research on the Core Competence Promotion 
Path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itao Pan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 25th, 2025; accepted: Jul. 23rd, 2025; published: Jul. 30th, 2025   

 
 

 
Abstract 
The AI revolution is reshaping the education ecosyste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counselors must 
move away from dependence on traditional paths. In this contex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 workfor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rgently needs to break the path dependence 
formed by the existing capacity generation mechanism. Through intelligent technology, we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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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agement mode,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of professional roles, and the in-
novation and reengineering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continuously build a dynamic develop-
ment ability framework for counselors,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unselors to the 
role of “lead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form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how to formulate 
effective ability training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college counsel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educ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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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新兴的生产力正在深刻地变革着各个行业。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核心

场所，高等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新兴生产力的影响。大学辅导员承担着多重关键职责，包括对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以及职业规划指导，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领航者。面对新兴生产力

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如何提升大学辅导员的核心竞争力已成为高等教育管理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加强大学辅导员的核心能力与发展，是高等教育新时代的关键挑战。现有的辅导员职业能力体系已不

能完全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需求[1]。因此，通过分析当前教育环境下辅导员所面临的挑战和需求，

探讨如何从新兴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制定有效的能力培养与提升策略，以满足现代教育发展的需求，

显得尤为重要。 

2. 人工智能与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人工智能的特点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常规的生产力发展路径。它们

具有高科技、高效率和高质量的特点，符合新发展理念下生产力和质量的先进状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

我们整合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创造新的生产模式和经济模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辅导员的角色发生了一系列变化[2]。首先，辅导员的

核心能力主要集中在学生在工作中使用的基本技能。大学辅导员需要不断提高他们的信息技术技能，以

更好地适应需求。辅导员可以利用线上思路平台，拓展学生服务的渠道，提供更便捷、更精准的服务。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也要求辅导员具备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能力。辅导员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

拓宽视野，从更广阔的视角引导学生，帮助他们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中茁壮成长。此外，新生产方式

的推广也为辅导员提供了更多创新的工具和方法。导师可以通过在线教育、虚拟实验室等方式为学生提

供各种学习资源和体验，激发学生的热情[3]。 

3. 人工智能下的高校辅导员核心竞争力 

在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时代，新的生产力质量不仅引领着科技和经济的新跨越，也给高校的思

政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4]。辅导员作为与学生密切接触的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坚力

量，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如何持续关注大学辅导员老师自身，提升其核心

竞争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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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ore competency model of counselors 
图 1. 辅导员核心竞争能力图 

3.1. 核心竞争力之协调管理能力 

见图 1，学生管理的能力和产出是衡量辅导员管理素养的关键指标，管理知识、理念和方法构成了管

理素养的核心，与辅导员的工作能力和产出密切相关。升学指导老师不仅要负责班级管理，保证学生高

效完成学业，还要处理学生的日常行政事务，解决各种问题，承担起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在新时

代的背景下，大学升学指导老师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他们经常需要组织和召开各种

学生主题班会和主题小组日，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以及室内外学生素质拓展活动，还要处理国

家奖学金和奖励。因此，高校辅导员必须针对“00 后”大学生的特点，具备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关系协调

能力，以确保高校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因此，高校辅导员应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能够灵活运用各种管理方法，高效解决

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给予正确的指导和教育。辅导员还应运用现代管理理念，提高学生

管理效率，重视在管理过程中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引导学生合理规划学习目标，进行价值引导，从而

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管理的有效性[6]。 

3.2. 核心竞争力之专业基础能力 

大学辅导员的作用远不止学生管理，还涵盖了对学生进行思想和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因此，辅导

员必须具备扎实的知识素养才能对学生的思想产生积极影响。这就要求辅导员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

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自身的知识素养。辅导员应以理论知识为核心，以“品德修养”为导向，引导学

生朝着正确的思维方向前进。作为一名大学辅导员，应该拥有广泛的知识面，以理论知识为基础，运用

个人的专业和专业知识，展示个人独特的管理方法，有效地管理学生。同时，要坚持“三全教育”的育

人理念，实现以德育人的育人目标。 

3.3. 核心竞争力之学习和创新能力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大学辅导员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创新能力”。面对不同的学生群体和新

出现的挑战，辅导员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包括思政教育、法治教育、心理教育等领域。只有这

样，你才能在大学辅导员的位置上感到舒适。所以，大学辅导员不仅需要成为“复合型”和“应用型”

人才，而且不能局限于理论讨论。新时代的大学辅导员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创新能力，善于结合社会热点

问题，创新学生管理和学生活动的方式，做到顺势引导，从而有效促进大学生积极、健康的成长和成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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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心竞争力之新媒体运用和驾驭能力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大学辅导员必须不断掌握和提升自己的“新媒体应用和管理能力”。随着时代

的进步，当代大学生表达个性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他们通过微电影、微博、QQ、微信、短视频(如抖音)
等新媒体平台获取信息，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大学生的声音明显更强，

他们能够随时随地对自己关心的事件发表意见和看法，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呈指数级增长。因此，传

统的“填鸭式”、“说教式”和“指导性”教育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巨大挑战。有鉴于此，新时代

的辅导员应该积极学习，熟练运用新媒体，以巩固和拓展高校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使新媒体成

为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有力支持。 

3.5. 核心竞争力之网络舆情研判能力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通过各种在线平台积极参与对社会热点和关键问题的讨论，并积极表达他们的观

点、愿望和情感。这种表达意见和意图的倾向通过互联网迅速聚集起来，形成网络舆论。新时代的大学

辅导员需要培养网络舆情的判断能力，对各类网络舆情保持敏锐的观察和信息捕捉能力，能够正确、合

理地引导舆情。对于可能引发重大网络舆情的危机事件，高校辅导员应具备一定的研究和判断能力，并

在第一时间采取合理、合法、适当的措施，同时向上级部门汇报，确保舆情得到有效控制。大学生有时

会遇到各种突发事件，包括网络舆情事件。因此，新时代的高校辅导员应具备网络舆情意识和危机管理

能力，这将有助于构建良好的高校育人环境。 

4. 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辅导员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现实困境 

虽然新兴的生产力为辅导员带来了新的机会，但它也带来了挑战和要求。首先，教育环境的快速变

化要求辅导员不断适应新情况和新要求，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持续的学习能力，并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

策略和方法。辅导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增强自己的服务能力。同时，辅导员在工作中也面

临着繁重的工作量和很大的压力。为了更有效地完成各项任务，辅导员需要合理规划工作时间，提高工

作效率，并保持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态度[8]。 

4.1. 高校辅导员培育机制有待优化 

首先，一些高校在制定核心素养培养方案时，没有充分考虑辅导员的视角，忽视了辅导员的核心作

用，使得培养机制难以满足辅导员的实际需求。其次，核心素养培养机制过于简单，缺乏多样性和灵活

性，与大学辅导员的个体差异存在显著脱节，与辅导员的职业发展需求、专业能力和水平存在显著偏差。

部分高校仅依靠校内资源搭建核心素养培养平台，缺乏丰富的培育资源，限制了核心素养培养平台的作

用。最后，高等院校采用的核心素养培养方法缺乏针对性，没有根据各县的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教学模

式，缺少实践培训活动，无法有效提升辅导员的实践能力，导致其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效率普

遍不高，难以实现良好的核心素养培育效果。 

4.2.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培养体系不够完善 

近年来，虽然国家积极倡导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实施了多项教育改革措施，但加强了大学辅导员的

建设和培训体系。然而，在实践中，一些高校未能落实辅导员团队建设工作，忽视了培养辅导员核心素

养的重要性，导致高校辅导员团队体系建设效率低下，大大削弱了辅导员的素质和效能。大学辅导员不

仅承担着教师的责任，还担任着大学行政的职位，这使得辅导员经常在教学和科研之外的职位之间摇摆

不定。辅导员队伍的“双线晋级”面临困难，这也对辅导员的岗位调动和转岗造成了不利影响。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376


潘其涛 
 

 

DOI: 10.12677/ae.2025.1571376 1472 教育进展 
 

4.3. 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感缺乏，专业素养薄弱 

培养和塑造大学升学指导老师的核心能力，需要他们具有强烈的职业认同感和扎实的专业知识。然

而，目前的情况表明，辅导员通常在这些领域面临挑战，这是提高他们核心素养的主要障碍。首先，虽

然导师也是高等教育学院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培训和继续教育机会较少，而且他们的研究经费和薪酬待

遇往往低于其他专业教师。其次，许多大学辅导员的专业能力尚未达到国家设定的专业能力标准，这些

标准涵盖了心理学、教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领域。这需要辅导员拥有广泛的知识体系。遗憾的是，

大多数咨询师缺乏这些专业能力的知识，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深入研究不足，而且与专业要求之间存在较

大差距。 

5. 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辅导员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实践路径探索 

5.1. 培养辅导员的创新意识，锻炼其实操能力 

创新意识是辅导员在工作中迎接挑战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品质。为了培养辅导员的创新意识，高等院

校应开展创新教育和专业发展培训，以激发辅导员的创新潜能，提高他们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能力。

加强创新实践交流：组织辅导员参加各类大学生工作创新论坛和研讨会，与其他高校辅导员分享创新工

作经验和成果。同时，鼓励辅导员与创新工作成绩显著的高校交流学习，学习先进的工作理念和方法，

拓宽创新工作思路。此外，实践能力也是辅导员的基本素质之一。辅导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经验，

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高校可以通过组织实践活动、提供实习机会等方式，帮助辅导员将理论知识应用

于实际工作中，提升其实践能力和执行力。开展针对性培训课程：高校应定期组织针对辅导员的信息技

术培训课程，内容涵盖数据分析软件(如 SPSS)、在线教学平台使用(如学习通、慕课、雨课堂等)、学生

管理 APP 操作等。通过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让辅导员熟练掌握各类信息技术工具的使

用方法。 

5.2. 强化辅导员的沟通协调和团队协作能力 

沟通、协调和团队合作技能是辅导员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技能。辅导员需要与学生、家长、同事等进

行有效沟通，协调各方利益，达成共识。同时，辅导员通常是团队的一部分，团队合作技能也是必不可

少的。为了加强辅导员的沟通、协调和团队合作能力，高校可以开展相关的培训和工作坊，帮助辅导员

提高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培养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同时，学校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辅导员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建立良好的团队氛围。通过培养辅导员的创新意识和实用性以及强化其沟通协调和团队

协作能力，可以提升辅导员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效能，更好地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和指导。高校

应该重视这一工作，为辅导员的能力培养和提升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 

5.3. 打造辅导员个人 IP，塑造辅导员品牌 

设计个性化的培训计划和课程是提高辅导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辅导员都有独特的背景、兴

趣和发展需求，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辅导员可以更好地发展自己在不同领域的能力，更好地为学生和

学校服务做好准备。除了个性化的培训计划和课程外，提供交流分享的平台和实践机会也是提升辅导员

能力的重要途径。透过定期举办辅导员之间的交流会、研讨会、讲座等活动，可以促进辅导员之间的经

验分享和知识交流，并刺激他们的创新思维和专业发展。此外，为辅导员提供实践机会也非常重要。实

践是检验理论的最好方式，通过参加校园活动等实践机会，提高理论水平。同时，鼓励辅导员参加各类

跨学科培训和学术讲座，拓宽知识视野，丰富知识储备。建立跨学科导师制度：为辅导员配备跨学科导

师，导师由校内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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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构建辅导员能力评估与反馈机制 

要建立有效的评价和反馈机制，首先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评价指标和标准。评价指标可以包括咨询

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心理咨询技巧、沟通技巧、服务态度等方面。这些指标需要与辅导员的实际工作内

容和职责相匹配，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辅导员的工作业绩和能力水平。评估标准应该是具体的、可量化

的和可作的。结合学校的发展目标和辅导员的职责，可以制定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评价标准，帮助辅

导员充分了解自己的工作表现，找出改进的方向和重点。需要考虑学生、同事和领导的评价意见等，从

多个角度全面评估辅导员的工作表现和服务质量。建立定期的反馈和改进机制对于提升辅导员能力至关

重要。通过定期评估和反馈，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促进辅导员的成长和提升。学校可以设立

专门的评估与改进小组，负责收集、整理和分析评估数据，提出改进建议和方案。辅导员本人也应该积

极参与改进工作，主动总结经验，不断提升自身的工作水平和服务质量。 
总之，评估与反馈机制的建设是提升辅导员能力的关键环节。通过制定清晰的评估指标和标准，建

立定期的反馈和改进机制，可以帮助辅导员不断优化工作表现，提升专业水平，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支持

和指导[9]。 

6. 结语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大学辅导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提高大学辅导员的

核心能力尤为重要。通过加强信息技术培训、培养创新思维、优化知识结构、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在新

的素质生产力环境中，可以显著提升大学辅导员的核心能力。这将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对大学生

的要求，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指导，进而推动高校教育管理的高质量发展[10]。辅导员

核心素养的培养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特别是从协同治理的角度来看，需要整

合政府、学校和学校的力量。通过有效的培育路径提升辅导员的核心素养。这不仅能够促进辅导员的职

业发展，还能提高高校教育教学的整体质量。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高校辅导员核心能

力的提升将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这需要高校、辅导员自身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不断探索

和创新提升路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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