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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辅导员艺术工作室建设探索
宣冉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摘　　　要　 ： 　文章以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为例，深入探索辅导员艺术工作室的建设问题。并重点阐述辅导员工作室的建设背景、

功能定位、实践路径以及未来展望，旨在分析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可行途径，增强文化供给，培养五育并举的新时

代大学生。辅导员工作室的建设符合高等院校切实履行好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是高等教育迅猛前进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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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Hongshan College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deepl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issues of the counselor art studio. It also focuses on elaborating th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practical path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counselor 

studio, aiming to analyze feasible ways to enhance the humanistic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crease 

cultural supply and cultivate new era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well-educated in all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selor studios is in line with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earnestly fulfill moral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t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rapid progress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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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下设工商管理学院，薪火书画协会为学院团总支下设社团，市场营销专业为江苏省一流专业。辅导员艺术工

作室执行“以美育劳、实践育心”的工作方案，结合学院专业特色，构建以“市场营销”一流专业、薪火书画社、固城湖水慢城和高淳

陶瓷博物馆为载体，与红色教育、志愿服务、文化研学、劳动教育、心灵呵护、艺术展览、艺术品营销和传统文化传承8个维度深度融

合的育人体系，提升学生的品德涵养和艺术情操。辅导员工作室的建设，与高校切实履行立德树人的使命和责任相契合，对高校辅导员

队伍不断壮大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形成健康的心理和艺术审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一、辅导员艺术工作室建设基础

（一）辅导员概念

近些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被殷切期待着，各大会议多次强

调要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教育的首要位置，并对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辅导员团队们也日益发展壮

大。在我国的20世纪50年代正式有了高校辅导员制度，被称为

“政治辅导员”，其重点关注大学生的政治素养、思想动态与学习

生活。以管理和领导为底色，是高校行政和教学的有力助手。[1]

在1961年，强化了辅导员的政治身份，提出了要选择拥有政治觉

悟、政治经验、政治素养作为高校政治工作专业人才。[2]为了全

方位推进辅导员队伍建设，牢固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理

当借助政策导向，搭建交流平台，整合校内资源，科学化专业化

管理，打造一支水平优良、守实创新、业务精通的知识化、专业

化、专家化的高素质人才团队。

（二）辅导员工作室理论基础

自2009年以来，辅导员工作室应运而生，渐至发展。截至目

前，全国已有31个省份设立了省级辅导员名师工作室 ,切实提升

了辅导员队伍的水平。根据知网文献检索、网络案例搜集和《新

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建设指导手册》等著作，结合兄弟院校的

人物访谈，获得辅导员工作室建设案例文本224个。[3]众多专家对

辅导员工作室的建设也做出了相关的理论成果，对其可行性论证

分析。李敏、王文杰 (2017)等相关人士一致认为，高校辅导员工

作室建设的目的就在于提升辅导员的专业化水平，那么从本质上

来讲，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建设其实就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

内容之一，旨在创建自己的品牌和项目以体现辅导员工作效果。[4]

方晶 (2017)提出，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建设能够对辅导员的

工作进行指导，明确新时代对辅导员工作所提出的新要求。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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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对自身工作的意识，消除辅导员在工作中所存在的懈怠心

理，推动辅导员向职业化的方向发展。[5]

杨鹤群 (2018)认为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建设是为辅导员发展

提供一个重要的工作知道场所，并为辅导员间的交流提供一个平

台。也就说打造一支高素质水平的辅导员队伍。同时对校内外的

资源进行整合，通过开展座谈会、课堂教学活动等方式，开展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广大受教者和学生提供全方位教育服

务，具有良好的日常化、个性化、实践性等特点，是提高辅导员

专业水平，促进辅导员向职业化方向发展的重要途径。[6]

（三）南财红山学院辅导员工作室基础

民办院校学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与需求，辅导员工作室能

够聚焦学生个体差异，提供定制化的指导。在学业方面，针对不

同专业、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辅导员工作室可以制定专属学业

规划，助力其明确学习目标、提升学习能力。[7]南京财经大学红山

学院辅导员艺术工作室的建设，有助于提升辅导员工作的专业性

与创新性，增强思政育人的实施效果与感召力，通过“美育＋思

政”的方式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有力支持。目前，工作室已初

步形成一定规模，依托工商管理学院创办了一系列育人活动。但

在功能完善、资源整合以及活动影响力拓展等方面仍存在进一步

探索与提升的空间。

二、辅导员艺术工作室建设育人平台

辅导员作为日常工作开展的中流砥柱，与学生联系紧密，在

工作室建设上有天然的优势。通过成立辅导员艺术工作室，能够

整合资源，为辅导员开展美育工作提供平台和支持，创新美育形

式与载体，在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服务中，潜移默化促进学生全方

位成长成才。

工作室积极探索，充分挖掘拔高大学生文化素养、思想品质

的可行途径，为其输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内生动力。工作室积极创

设以辅导员为主体，以学生为服务对象，以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

销专业为依托，打造集美育、实践、研究、交流等融会贯通的多

层次育人平台。

1.美育践行新阵地：着重培养学生审美眼光。借助系统的美

育实践、赏析活动，像书法字体结构剖析、画作色彩搭配讲解，

让学生体悟艺术之美，提升鉴赏与创作能力，夯实其美育基础。

2.思政教育新平台：艺术加工环节巧妙结合思政题材。如以

红色革命故事为蓝本组织绘画创作，借助艺术装饰材料传递爱

国、奉献精神；或用书法写励志名言，激励学生树立鸿鹄之志，

奋力拼搏，为思政教育赋能。

3.心理健康疏导站：为学生营造宁静创作空间，舒缓学业、

社交压力。当学生专注勾勒线条、调配色彩时，能沉浸当下、排

解负面情绪；辅导员还可据学生作品洞察其心理，适时引导。

4.校园文化发动机：按期开展校内文化艺术展览，丰富竞赛

形式，充分调动学生能动性；创作校园主题书画装饰校园，如绘

制校史长卷、地标建筑水墨画，增添人文气息，丰富校园文化

内涵。

5.师生交流会客厅：打破师生隔阂，于工作室共赏佳作、切

磋技艺。辅导员借此洞察学生所思所想，一对一帮扶；学生也能

汲取经验，收获成长。

工作室前期组织开展一系列美育活动，吸引学生广泛参与，

提高学生对艺术的兴趣和鉴赏能力；中期目标是形成具有特色的

美育工作模式和艺术品营销方向课程体系，培养一批具有一定艺

术素养的营销类学生骨干；长期目标是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和艺

术审美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进行展示，助力感兴趣的学生进行创

新创业，打造学校“营销＋美育”工作模式，为社会输送更多具

有艺术欣赏能力和创新思维的优良素质人才。结合南京财经大学

红山学院自身的财经底色、营销推广与文化底蕴，打造具有独特

魅力和影响力的辅导员艺术工作室品牌，丰富校园文化内涵，提

升学院在同类院校中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产生示范引领作用。

三、辅导员艺术工作室建设实践路径

（一）理念先行：明确建设目标与思路

工作室建设理念应深度契合新时代教育发展脉搏以及民办院

校自身特质。新时代，教育强调培养全面发展且具有创新精神的

人才，民办院校学生又有着独特的学习背景与成长需求。[8]新时

代民办高校辅导员艺术工作室建设应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以提升学生艺术素养、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为目标。结合红

山学院民办高校特点与学生需求，确定将艺术教育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的总体思路，为工作室建设奠定理论

基础。

（二）团队组建：打造高素质辅导员队伍

选拔具有艺术特长或对艺术教育有热情的辅导员作为工作室

核心成员，同时整合校内艺术教师、校外艺术专家等资源，构建

多元化的师资团队。定期开展团队培训、交流研讨活动，提升辅

导员在艺术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引导等方面的专业能力。

（三）空间营造：创建艺术教育环境

规划专门的艺术工作室空间，配备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

创作所需的设施设备，创设汇知识传授、艺术创作、成果研发、

互动互助于一体的专业场所。通过环境布置营造浓厚的艺术氛

围，促使学生感受艺术气息，尽情挥洒想象，激活创作欲望。定

期开设展览、讲座、艺术手工坊等多类活动。例如，每月举办一

次艺术主题活动，结合一站式社区，展示师生优秀作品，激发学

生创作热情。

（四）课程设计：构建艺术思政课程体系

融合思想政治教育与艺术教育的特色课程，组织辅导员联合

专业教师，结合红山学院营销专业、学生特点研发美育校本科

目。一个辅导员工作室应由数名辅导员组成，立足于高校学生工

作中的某一项或某一方面，开展专业化、精细化的培训和研究，

形成一定的工作模式和理论成果。[9]如开展传统艺术与文化传承、

书画鉴赏、艺术品营销等课程，并纳入学校公选课体系或作为学

生综合素质拓展课程。以艺术作品为载体，引导学生在欣赏、创

作过程中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思想境界，实现知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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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五）活动开展：丰富艺术实践形式

组织多样化的艺术实践活动，如主题艺术展览、文艺演出、

艺术创作比赛等。鼓励学生参与策划、组织与实施，在实践中锻

炼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增强学生对艺术的

热爱与对文化的理解。校内组织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美育

实践活动，如校园文化墙、板报橱窗、道路美化等；校外开展美

育志愿服务活动，依托工商管理系的劳动实践基地高淳陶瓷博物

馆、高淳水漫城、高淳区域见官塘茶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引

导学生深入社区、乡村、博物馆、旅游景区等，拓展劳动教育实

践场所，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六）品牌塑造：提升工作室影响力

挖掘工作室特色与亮点，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品牌形象与活动

品牌。通过校园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进行宣传推广，搭建公众

号、短视频平台，展示作品、教学视频，扩大影响力。展示工作

室成果与学生风采，吸引更多师生参与，提升工作室在学校乃至

社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七）测评反馈：持续改良建设成效

不断丰富和改善测评机制，对工作室的教学成效、活动质

量、学生受益等方面定期评教。收集师生反馈意见，分析存在问

题，及时调整建设策略与工作方法，确保工作室建设始终符合新

时代人才培养需求，不断提升建设质量与水平。

四、辅导员艺术工作室建设未来展望

（一）个性化艺术成长规划

辅导员艺术工作室将为每位学生定制个性化艺术成长规划。

通过精准的艺术能力测评，深入了解学生的兴趣、特长与潜力，

为其量身打造涵盖艺术学习、实践与创作的专属路径。并配备专

业导师进行一对一指导，定期跟踪评估成长进度，确保每个学生

在艺术领域都能获得最适宜的发展支持，实现自我艺术价值的最

大化挖掘。

（二）强化艺术与心理健康联动

工作室将进一步巩固艺术与心灵呵护的深度融合。利用音

乐、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开展心理疏导与疗愈工作坊，帮助学

生通过艺术表达释放压力、排解情绪困扰、提升自我认知与心理

韧性。同时，培养一批具备艺术心理辅导能力的学生志愿者，构

建校园艺术心理支持网络，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发展。

（三）构建艺术教育社区

积极构建开放包容的艺术教育社区，打破年级、专业与师生

之间的壁垒。通过网络搭建公众号，线下互助交流，鼓励学生开

放共享心得体会、合作探究、探究艺术创作新模式。定期邀请校

友艺术家、业界专家入驻社区开展大师课、工作坊与艺术沙龙等

活动，营造浓厚的艺术氛围与文化生态，让艺术工作室成为校园

文化创新与传承的核心阵地。

五、结语

辅导员工作室在教化学生的同时，也要注重辅导员自身素质

的提升。辅导员应在道德层面严于律己，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

从而将工作室的优势转化为育人实效，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

和知心朋友。 [10]在工作室的建设过程中，明确工作定位、探寻实

践路径至关重要，要利用新时代发展趋势，把握网络思想育人平

台，线上线下相结合，注重发挥品牌的力量，强化协作联动，为

辅导员实施探索育人成效、研究学生多层次、全方位发展提供专

业空间，提高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新时代民办高校辅导员艺术工作室的建设对于提升民办高校

思政成果和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南京财经大学红

山学院应进一步加强辅导员艺术工作室的建设与管理，不断探索

创新，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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