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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干部队伍培养与建设方法初探 

李登伶，初虎林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学工办，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 大学生干部队伍的培养建设应符合大学生干部的培养目标和当下大学生普遍的心理特征，干部培养目标 

应着眼于内在的、本质性的、根基性的完善的人格的养成，而当下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也应从以“90后”为主体的 

个性特征入手，看到这个群体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同时也明确其社会适应能力差、抗挫折能力差、过于以自我为 

中心等个性缺陷。这就需要以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为支撑，结合思政工作的实际工作经验对 

上述两点进行具体分析。经分析，总结出了一套酸、甜、苦、辣式的干部培养模式，该模式能够培养出心理素质 

良好、社会适应能力强、多元化的高素质学生干部队伍。 

[关键词] 高校干部队伍；“90后”；酸甜苦辣；完善人格；思政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4)04−0063−03 

学生干部队伍的培养建设是高校学生工作中 

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工作意义而言，一 

支思想品行正、工作效率高、整体协作强、心理素 

质优的学生干部队伍对于维护高校学生群体的安 

全稳定、形成良好的校园氛围乃至合理应对突发性 

事件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而深远的作用。同时，从 

长远来看，学生干部队伍由于在校期间得到了综合 

能力的锻炼，因而步入社会后呈现出适应速度快、 

工作能力强的整体态势，学生干部队伍由此便成为 

了高校人才培养、人才输出的重要平台，而随着人 

才资源的市场化，学生干部队伍的培养成果在高校 

评价机制中的地位愈来愈突出，甚至可以成为学校 

整体教育水平高低的代名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在探讨高校干部队伍培养建设的具体方 

法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进一步明确：第一，如何 

定位学生干部队伍，换言之就是学生干部培养的目 

标是什么，我们应培养具有怎样品质的干部队伍； 

第二，当下大学生普遍的心理特征是什么， “在高 

等教育阶段，大学生的生理心理水平、思维能力、 

独立性和批判性都有了高度发展” [1] ，如何结合学 

生的不同个性特点因材施教，使培养目标以一种学 

生易于接受的方式予以实现。 

学生干部宽泛而言是指在学生群体中担任某 

些职务， 负责某些特定职责，协助学校进行管理工 

作的一种特殊学生身份， 在不同的学校中学生干部 

队伍配置有所区别， 但大致可归纳为班干部、学生 

会干部、党员干部、社团干部等几个大类，各个大 

类又可进一步细化， 如班干部包括负责班级整体事 

务管理的班长，负责团支部工作的团支书等。不同 

类别的干部在培养过程中虽目标、方法应有所不 

同，但也有其共性，如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的培养，塑造积极的人格（包括责任心、意志力 

等），具备良好的情商等，这些是学生干部队伍需 

要的基本的、 普遍的素质， 也是学生步入社会后必 

要的、有潜在价值的重要品质。具体而言就是“勇 

敢而不失于鲁莽，聪明而不流于圆滑， 豪爽而不落 

于粗俗， 热情而不趋于轻浮，作风严谨而不拘于死 

板， 重视理论又能联系实际，社交广泛又能忍受孤 

独。 ” [2] 综上，本文所要探讨的学生干部的培养方法 

是以实现上述共性目标而提出的，注重学生干部内 

在的品质养成，而非具体工作方法的教授。 

当代大学生从年龄结构上来看已形成了以“90 
后” 、独生子女为主的群体特征。对中南大学机电 

工程学院  2000 余名本科生的调查显示，当代大学 

生群体大多“习惯于以自我为出发点，以个人为中 

心，在工作中往往缺乏团队忠诚感，过分自我和追 

求个性，很少顾及他人想法，缺乏对他人的关心， 

缺乏团队协作精神” [3] ，在心理个性上呈现出独立 

性强合作性弱、叛逆性强规则性弱、创造力强抗压 

能力弱、思考性强行动力弱等整体特点。对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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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干部培养的过程中应有针对性的扬长避短，强 

化优势特点，规避显性缺点。所以，在理论分析与 

实际工作经验结合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归纳出了一 

套针对大学生心理特点的旨在培养学生干部内在 

基础综合素质能力的“酸、甜、苦、辣”式干部队 

伍教育模式。 

一、酸：以承受委屈强化心理弹性 

“学生干部是学生和学校交互信息的纽带，要 

比普通学生接触更多的人，因而承受的压力也要较 

一般学生大得多；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 

就很难做好学生工作。访谈中，本校一名十分优秀 

的学生干部再三强调学生干部要学会自我调节，学 

会自我缓解压力。 ” [4] 学生干部在具体的学生工作中 

可能遇到的困难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的困难主 

要指正面的冲突和矛盾， 往往有着直接性、 激烈性、 

突发性等特点，如果暂且不论处理结果的好坏，显 

性的困难（如与同学间正面的争执）对于多数学生 

干部来说是可以处理的，因为显性困难的处理多数 

是在情绪状态下进行的，困难所带来的压力也会随 

着情绪而疏泄出来。隐性困难则不然，它一般是指 

可感知到的但尚没有显现出来的潜在困难，如听说 

某同学对自己有意见。与隐性困难相伴的是持续性 

的压力的累积，如果没有良好的抗压能力和心理调 

控能力，这类困难往往是压垮学生干部的最后一根 

稻草。因而，所谓的“酸”就是指让学生干部有度 

的接触到隐性的困难，并在具体困难中，在老师的 

指导帮扶下学会承受必要的“委屈” ，提高自身的 

心理弹性及事件处理能力。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南 

大学机电院某班长，班级内有 2 名同学夜不归寝外 

出上网，该班长第一时间将情况反馈给老师，之后 

老师对两名违纪同学进行了批评教育，受到批评的 

两位同学因此对该班长产生了意见， 认为班长 “不 

够意思”“多管闲事” ，于是在之后班长组织的各 

种班级活动中表现出消极、不配合的态度，该班 

长感到很委曲，认为自己做了对的事情却得罪了 

同学。类似的事件在学生干部工作中司空见惯， 

好的学生干部可以经受住这些委屈， 并积极寻求、 

尝试不同的方法得到同学的理解，而差一点的干 

部则会在委屈中知难而退抑或放弃原则，纵容班 

级同学的违纪行为。因而“酸”可以说是学生干 

部合格与否的一块试金石，在干部的选拔过程中 

可以有意地让干部候选人尝尝“酸” ，把抗压能力 

的教育放在干部队伍成立之前，让干部候选人对 

干部工作产生合理的心理预期，为以后干部队伍 

的进一步培养打好基础。 

二、甜：以鼓励激励树立自信自强 

顾名思义， “甜”就是指让学生干部尝到甜头，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指对目标行为的达成进行 

正强化，表现在具体行为上就是鼓励、肯定、奖励 

等。无疑“甜”是学生干部最愿意接受的形式，也 

是当前高校普遍都会采用的一种干部培养方法。有 

效地使用“甜” ， “完善激励措施，积极开展优秀大 

学生干部评选表彰活动，营造知责奋进、见贤思齐 

的良好氛围” [5] ，会对学生自信心的树立产生巨大 

的积极作用，笔者曾对中南大学机电院  11 级两个 

班级做过这样一个试验，第一年该班级的班干部由 

个人主动竞选、同学投票产生，第二年班干部由班 

导师指认班级同学担任（被指认同学多为性格内向 

但较沉稳踏实的同学）， 并对这些同学进行鼓励 （在 

班会上告诉被指认同学老师认为你有能力干好这 

一职务才指认你）。两年的实际工作经历表明，被 

指认的干部体现出更好的责任心和工作投入感，在 

性格方面也由内向变为渐趋开朗，在期末同学评价 

干部的打分中，被指认干部也有着更高的得分。综 

上，对于学生而言工作能力上的个体差异其实是微 

乎其微的，而工作态度和工作热情的优劣直接决定 

着工作质量的好坏， “甜” ，也就是合理的鼓励成为 

了激发学生干部潜力的重要催化剂。然而， “甜” 

切忌滥用，高等教育心理学认为， “奖赏或表扬可 

以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进而增加学生出现某种行 

为的可能性，但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降低其出现 

的可能性” [6] ，因此过多的鼓励对于学生干部（特 

别是过于自信的学生干部），非但不会起到积极作 

用，反而会让其感觉工作缺乏挑战性而消极懈怠。 

三、苦：以挫折教育完善自我意识 

如果“甜”对于那些工作能力较强，性格相对 

自信的学生干部效果不好，那应该如何培养这类干 

部呢？不妨让他们吃点“苦”吧。 “苦”的教育换 

言之就是指挫折教育，当下大学生特别是名校的高 

材生， 往往是伴着光环成长， 经历的顺境多于逆境， 

同时社会、家庭又对其寄予了诸多期许，因而这类 

学生干部优点明显，即自立自强，有良好的综合素 

质，然而缺点也同样明显，就是存在片面的自我认 

知。据心理学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自我意识 

会出现分化，分成“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 ， “理 

想自我”简单来说就是自我的主观评价与期望，因 

而存在着一定的臆断性，而“现实自我”是指实际 

所达到的自我状态。在大学生干部群体中经常会存 

在一种不良之风，就是学生干部的“官”本位意识 

强而服务意识差，这实际就是一种自我认知上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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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即“主观自我”与“现实自我”距离较大。因 

而， “苦”是一味良药，对于学生干部队伍至关重 

要，让学生干部经受适度的挫折打击，以此来完善 

人格，健全自我认知，学会坦然面对、接受“现实 

自我”的缺陷与不足，为正式步入社会做好铺垫。 

如中南大学机电院某团学会干部，该生学习成绩年 

级第一， 在学校、 班级等学生组织也有过任职经历， 

沟通能力和工作能力均较为突出，但个性上略有骄 

傲，认为自己比别人都优秀。为了使该生得到全面 

的培养，在进入学院团学会前老师与该生谈话，表 

达了想让该生在团学会最不好管理的一个部门担 

任部长的想法，并告知该生会对其要求较高并可能 

遭到很多挫折。该生最终经过考虑竞选该部门部 

长，任职期间曾多次遭受打击，心态上由骄傲变为 

沉稳，同时由于之前在心理上有所预期，虽经历挫 

折但精神上可以自我调节，意志力也得以提升。 

四、辣：以创造力的养成摆脱社会惰化 

“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是长沙 

人性格的真实写照，而对学生干部进行“辣”的教 

育与此异曲同工，就是说要着眼于学生干部创造力 

的养成，在整个干部队伍中形成雷厉风行的做事风 

格和敢想敢做的魄力勇气。然而就实际而言，学生 

干部队伍很缺乏这股“辣”味，比如在班干部中总 

有“心理委员”“组织委员”等职务被同学们看作 

是“闲职” ，这其实是一种“社会惰化” ，即“群体 

一起完成一件事时，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比单独完成 

时偏少的现象” [1] ，而这种“社会惰化”无疑是干 

部队伍创造力形成的大敌。另外，高等教育学认为 

“多元化”是大学生培养目标的一大重要趋势，就 

是说“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生个体自身状况将 

他们培养成为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方向和具有特长 

的适应现代社会的合格人才” [1] ，所以“辣”也意 

味着对学生个性的尊重。学生干部归根结底是一个 

学生张扬个性、展现自我的平台，学生在这一平台 

上不仅应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更应使自身能力有所 

提升。当下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想法较多，但能 

从想法走到实践的却占少数， “辣”的教育能有效 

地促使学生干部敢作敢为，张扬个性、敢于实践自 

己的想法。达到这一目的首先需要的就是学生干部 

平台的开放、包容，即学生干部平台可以包容干部 

因合理实践而犯下的错误，这是因材施教的基本要 

求，也是学生干部个性能力、态度风格多元化的保 

障。如机电院某班班长，经班委会商议在班级内推 

行了一种“小组制”的新型管理模式，取代了以往 

的班干部制。虽然该制度最终因班级具体工作分工 

不明而没能长久实施，但在班会中班导师鼓励了这 

种探索精神并带领同学分析“小组制”利弊，不仅 

使同学们更深刻地认识了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保留了学生干部敢于实践想法的激情。 

综上， “酸、甜、苦、辣”干部队伍培养模式 

以教育人、培养人、发展人为根本出发点，侧重于 

学生干部人格、 情感、 意志等内在素质的综合培养， 

其特点为能多角度分析干部队伍特征，多方式针对 

性因材施教，尊重个性，培养多元化人才。然而， 

由于该模式的实施仅是在学院范围内的一次探索， 

多是基于具体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缺乏理论及 

方法论上的自觉，因而该模式也存在不足，需在以 

后的工作中不断完善、改进以更好地发挥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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