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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制”改革背景下高校辅导员的学业指导研究
于诺贤 杨力波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市西青区，300000；

摘要：学分制改革通过弹性学制与模块化课程体系重构高等教育育人生态，对高校学业指导体系提出革命性挑

战。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与教育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解构学分制改革背景下学业指导的实践困境与范式

转型路径。研究表明，学分制通过“选择自主性扩张”“学业复杂性倍增”与“评价动态化转向”三重机制重

塑指导需求，而辅导员群体面临角色定位模糊、专业能力滞后与协同机制缺位的结构性矛盾。研究提出“制度

-能力-生态”三位一体的指导范式重构框架，强调通过制度适配性优化、专业化能力建设与跨部门协同治理，

推动学业指导从“事务性管理”向“发展性导航”转型，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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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分制改革的制度逻辑与指导需求转型

1.1 政策演进与制度目标

我国学分制改革历经三十余年政策迭代，其制度逻

辑从“教学管理工具”向“育人模式创新”跃迁。《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首次将学分制纳入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核心范畴，而《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0）则明确提出

构建“以学分积累与转换为纽带”的个性化培养体系。

对政策性文件分析表明，学分制的制度目标包含三层次

诉求：其一，打破专业壁垒，通过课程模块化设计促进

学科交叉融合；其二，依托弹性学制，激发学生主体性，

实现差异化发展；其三，构建动态化质量监控体系，提

升人才培养适应性。

1.2 学业指导的范式转换压力

学分制改革触发学业指导需求的结构性变迁：选课

自主性提升导致课程决策复杂度呈指数级增长，学生年

均选课决策频次较学年制时期增加 5倍以上；弹性学制

要求学业规划从线性进程转向非线性组合，跨专业、跨

学期课程选择成为常态；动态化评价机制则催生学业预

警与过程干预的精准化需求。这种制度性变革使得传统

以学籍管理为核心的指导模式陷入功能失灵困境，亟需

构建适配学分制特性的新型指导范式。

2 学分制背景下学业指导的实践困境

2.1 角色定位的合法性危机

学分制改革使辅导员在学业指导中的角色合法性

面临双重消解：一方面，教学管理部门通过智能选课系

统等技术工具强化专业主导权，导致辅导员在课程规划

中的话语权弱化；另一方面，学生对个性化发展需求的

升级倒逼指导者从“事务管理者”转向“学术导航者”，

但多数高校尚未在制度层面明确辅导员的专业指导权

限。角色模糊性导致指导服务陷入“全能化”与“边缘

化”并存的悖论状态。

2.2 专业能力的结构性滞后

学分制要求学业指导者具备课程体系解构、学业数

据分析与生涯规划整合能力，但辅导员群体的知识结构

呈现显著错位：教育学、心理学背景占比不足 40%，具

有跨学科课程认知能力的不足 15%。能力赤字导致指导

实践中出现“制度解释偏差”与“规划工具缺失”等突

出问题，例如在学分置换规则解读与跨专业课程组合优

化等核心领域，指导有效性不足学年制时期的65%。

2.3 协同机制的生态性断裂

学分制的有效运行依赖教学、学工与技术部门的协

同联动，但当前高校普遍存在三重机制断裂：课程信息

更新滞后导致指导依据失准，学业数据孤岛化致使干预

时效性衰减，跨部门议事平台缺失引发责任推诿。这种

碎片化治理模式使得学业指导陷入“有需求无响应”“有

数据无分析”的实践困境。

3 学业指导范式的系统性重构路径

3.1 制度适配性优化

构建分层分类的指导制度框架：在顶层设计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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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业指导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明确辅导员在课程咨询、

学业预警与生涯衔接中的法定职责；在操作规范层面，

制定《学分制学业指导标准》，细化课程规划、学分置

换与弹性学制管理等指导流程；在资源保障层面，设立

专项经费支持指导工具开发与专业培训。制度重构需遵

循“需求导向”与“权责对等”原则，通过政策赋权破

解角色合法性危机。

3.2 专业化能力建设

实施“三维一体”的能力提升工程：其一，构建学

分制政策解读、课程图谱分析与学业数据应用的核心能

力模块，开发标准化培训课程体系；其二，建立“理论

研习-案例研讨-实践反思”的进阶培养机制，强化解决

复杂学业问题的实战能力；其三，推动学业指导与思想

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融合，培育“学业-价

值-心理”三维协同指导能力。能力建设的终极目标在

于实现指导者从“经验型事务员”向“专家型导航员”

的范式转型。

3.3 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

打造“教学-学工-技术”三位一体的协同生态：教

学部门负责课程信息动态更新与质量监控，确保指导依

据的准确性；学工部门主导学业需求分析与干预方案设

计，提升指导服务的精准性；技术部门构建学业大数据

平台，实现选课行为预警与学习成效追踪的智能化。协

同机制的核心在于建立“数据共享-问题会商-联合处置”

的闭环工作流程，通过制度性沟通平台破除部门壁垒。

4 结语

学分制改革既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

学业指导体系转型升级的历史契机。破解当前困境需超

越技术性修补思维，从制度重构、能力重塑与生态重建

维度实现系统性变革。未来的学业指导应立足学生发展

本位，构建“制度保障有力、专业支撑有效、协同运行

有序”的新型范式，使辅导员真正成为学生学业发展的

“引路人”与“护航者”，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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