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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专业化建设 以分类管理培养打造辅导员队伍

以辅导员创新团队建设为抓手。构建辅导员立体化培养模式。学校着重建

设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创新团队、第二课堂建设团队、网络思政(易班)团队、创

新创业教育团队、生涯教育与就业工作团队、少数民族学生教育与管理团队、心

理健康教育团队、心理危机干预团队、学生事务管理团队、社区文化建设团队等

十大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创新团队。团队辅导员跨学院组合，通过团队合作提升

辅导员的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

从辅导员需求出发，建立辅导员多元培养支持通道。开展“一月一学”，一

月一专题，结合学院月度学习、辅导员协会学习沙龙、辅导员个人自学，提升辅

导员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加强辅导员培训基地建设，提升辅导员素质能力。自

2012年起．学校获批上海市高校辅导员培训基地，至今已举办13期专题培训

班，为沪上50余所高校500多名辅导员开展培训。配备辅导员的“辅导员”，建

立辅导员“双导师”制，即一名导师为学校辅导员队伍中的资深辅导员，一名导

师为机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

鼗二

辅导员团队参加第七届上海高校辅导员团队

素质拓展活动获得二等奖

举办第十三期“国际化背景下辅导员核心素养

提升”专题培训班

“一月一学”活动之曲建武教授“做大学生人生

成长的指导者与领路人”专题讲座

加强骨干辅导员培养，建立多层次专业化提升通道。遴选骨干辅导员到校外

．挂职，多岗位多渠道锻炼辅导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升
L

j骨干辅导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能力。学校于2016年获批上海市高校辅导员名师工
I

／作室(祁明工作室)。面向骨干辅导员推出“春蕾计划”，鼓励骨干辅导员组建研究
r

团队，带领年轻辅导员共同开展研究。优选骨干辅导员参加上海市及学校的海外研

修项目，拓展国际视野，提升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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