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于中国经济腾飞与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的“95

后”学生思想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自我意识较强，世界观、
价值观与人生观积极向上，但也明显受到西方享乐主义、拜
金主义的影响。自 2013 年起，越来越多的“95 后”学生成为高

等教育的主体对象，成长为高校学生干部。高校学生干部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管理的重要骨干力量，也是未来社

会的栋梁之才，因此剖析“95 后”学生干部独特的发展需求，

正视“95 后”学生干部培养的现状与问题，探析新时代背景下

“95 后”高校学生干部的有效培养路径，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当前“95 后”高校学生干部的发展需求

（一）提升自己独当一面的需求

“95 后”大学生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担任学生干部的同

学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在渴望得到老师同学能力认可的同

时，更渴望通过学生干部职务的锻炼与培养，提升自己独当

一面的能力，从而提升自己在社会中的竞争力。例如，高校班

级的学生干部一般会根据班级人数设置 3-8 名学生干部，然

而当前各高校大部分班级班干部中除了班长和团支书外，其

他的班干部并没有各司其职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自然也无

法提升自己独当一面的能力。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

班级工作主要是班长或者团支书在做，其他班委对班长团支

书的依赖心理较重。但事实上每个“95 后”的高校班干部都希

望能在学生工作中锻炼自己的能力，有提升自己独当一面的

需求。
（二）提升人际交往能力的需求

“95 后”大学生生活在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的人际

交往更多的依赖各种社交 APP 软件而不是面对面的交流，这

样的交流习惯让他们很难适应以后工作上人际交往模式。因

此，绝大部分“95 后”高校学生干部都有希望通过相关培训提

升自己人际交往能力的需求。俗话说“朋友多了路好走”，高

校学生干部渴望在大学四年的学生干部工作中锻炼自己的

能力，扩大自己的人际圈提升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作为一

名学生干部在学生活动中锻炼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对自己

将来的个人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二、“95 后”高校学生干部培养存在的问题

不同于“80 后”、“90 后”，“95 后”大学生成长的年代正是

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相比其他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的

物质生活相对优厚，从小接触电子产品与网络，WiFi、智能手

机、iPad 等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95

后”大学生必然有着与前几代人不一样的时代烙印，“95 后”
高校学生干部培养也必然遇到新的问题。

（一）“95 后”高校学生干部队伍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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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素养有待提高。吃着汉堡包看着美国大片日本漫

画成长起来的“95 后”高校学生干部，面对西方文化接受程度

较高，甄别是非能力不强，政治敏锐度不够，面对自由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非意识形态思潮时，容

易被其蛊惑，加之缺乏社会政治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的锻

炼，在网络信息时代，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质询，辨别是非的

能力较弱，对待复杂的社会问题的看法容易片面化、简单化，

政治素养有待提高。
2.缺乏团队协作精神。“95 后”高校学生干部绝大多数是

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强烈，自我为中心现象严重，缺乏必要的

团队协作精神，不喜欢被人指挥也没有协作别人的意识，都

想当“红花”不愿做“绿叶”。这给高校的学生干部管理与学生

工作开展带来不小的困境，容易削弱学生干部队伍力量，影

响学生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甚至出现相互拆台、相互抵触

的现象。
（二）“95 后”高校学生干部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高校学生干部培养工作为高校培养了很多优

秀的学生干部人才，为社会输送了大批品德优良、能力拔尖

的优秀人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高校学生干部培养工作中

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1.认识不到位。当前高校的学生干部培养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就是对学生干部培养工作的认识不到位。具体表现为学

生干部管理重使用轻培养，要求学生干部办事能力强、办事

效率高，认为学生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就能得到锻炼，不需要

额外专门的培养。加之当前我国对高校学生干部管理方面的

理论研究不足，对“95 后”学生的个性特点认识不足，导致当

前高校对“95 后”学生干部存在着只看能力不注重品德培养；

只要求学生做事不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等现象。
2.培养机制不健全。当前我国高校的学生干部培养机制

普遍不健全，具体表现为首先学生干部的选拨与任用主要是

辅导员任命，这种方式容易产生任人唯亲的现象；采用选拨

制的学生干部任用方式又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管容易出现“拉

帮结伙”的现象。其次，学生干部的教育机制不健全，当前各

地高校主要由辅导员负责开展与指导学生干部工作，然而目

前各地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事务繁杂，学生的思想、学习、教育

工作、学生的奖助学金评定工作、学生的评优评先工作、学生

的生源地贷款工作、院系的行政工作等工作让辅导员自顾不

暇，进而影响学生干部队伍的培养、建设与管理工作。最后，

当前高校缺乏系统的学生干部考核体系，考核制度不清晰、
考核人员多是辅导员或者团委老师，缺少统一性和科学性，

影响了学生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三、加强“95 后”高校学生干部培养策略分析

高校学生工作者应当也必须看到高校学生干部在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95 后”
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95 后”高校学生干部的发展需求，加

强学生干部的培养。
（一）加强“95 后”大学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所在，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中要重视对学生干部的教育，发挥其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针对当前“95 后”大学生面对多元文化冲击容易迷失自

我，对待复杂的社会问题的看法容易片面化、简单化的现状，

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当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所求为思

想政治教育的起点和终点，以实现“人”的根本价值需求为

本；以有利于学生成长和成才为前提下的以学生为本，以尊

重学生的想法和个性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

引，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教导学生，摒弃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灌输说教，多种教育方式并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

观，通过主题班会、团学活动、党支部活动等方式，让学生干

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二）加强“95 后”大学生干部培训工作

高校要加强与充实学生干部培训工作，转变当前高校学

生干部“重使用轻培训”的现状。首先可以考虑按照不同年级

进行培训，其次可以根据不同的岗位需求进行培训，最后可

以进行有针对性、有差异的培训。转变传统枯燥的学生干部

培训方式，在常规的理论培训、党团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大学

生志愿者服务、大型赛事组织等方式逐渐培养“95 后”学生干

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同时针对“95 后”大学生自我

意识较强，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通过团队建设、团队辅

导、团队拓展等活动，培养学生干部的团队协作精神。针对当

前部分学生抱着功利的目的参与学生干部工作的现状，加强

学生干部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与

奉献精神，以组织文化为核心，凝聚学生干部团队精神，营造

良好的学生干部成长氛围，帮助“95 后”大学生迅速成长。
（三）完善“95 后”大学生考核激励机制

针对当前高校缺乏系统的学生干部考核体系，考核制度

不清晰等现状。建立以尊重学生为核心、锻炼学生能力为目

的、激励学生自我实现为目标的高校学生干部考核激励机

制，采用物理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精神激励为核心的学

生干部考核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学生干部的工作热情。高校

思政工作者必须认识到，相比物质需求，当代大学生干部更

需要的是自我认可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要通过满足学生的高

层次需求，激发学生干部通过自身的不懈奋斗，向自己的人

生目标不断前进的奋斗精神、强化学生干部“敢为人先、乐于

奉献”的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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