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94 

疫情期间的大学生管理问题研究 
田婷婷  李思思  李雯雯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财务会计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2020 年的春天注定是个不平静的春天，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蔓延开来，随着新冠疫情的不断发展，国家不得不对所
有学校进行封校，严禁开学以应对新冠疫情，避免再次聚集性感染。这对各级的教育系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在学生管理
方面，还是教育教学方面，都产生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大学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且规模巨大，更成为重中之重，作为一名高校
辅导员，下面就对独立院校的应急管理进行一些研究。 

 

2020 年 1 月开始武汉的新冠疫情日益严重，由于临近春节，导致人

员流动比较快，全国陆续出现新冠疫情，此时全国学校正处于寒假之中，

这也正好避免了学校之内的疫情爆发。面对全国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随着开学时间的临近，各级政府都对学校做出了不开学的指令，同

时提出“停学不停课”的指导思想。各校也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情况，做

出了响应，制定了相关的措施，确保学生健康安全的同时，保障教学在

线上稳步开展。当然，由于事发突然，在管理和教学中还是必可避免的

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学生管理方面统计数据多且混乱。根据省教育厅和学校的要

求，从 2 月 1 日起开始报告学生每日健康状况，由于刚开始大家都没有

这方面的经验，相关软件小程序也没有进入大众视线，几乎都是通过人

工进行统计，而每天统计两三百学生的情况是一个工作量大且效率低的

任务。杂乱繁琐，人工的耐心有限，到最后可能总是存在各种问题，比

如相同地区学生情况无法集中统计，统计时间过长效率低下，学生信息

错漏无法及时发现更正。如果因为这些情况导致最后情况统计有所缺

失，那么的确是得不偿失。 

第二，线下上课转线上的软硬件问题。在停学不停课的号召下，独

立院校开展了以线上教学为主的课程体系，由于之前的线上教学平台没

有那么大的容量，突然开那么多课，系统崩溃，平台失灵，严重影响了

正常的教学秩序。老师和学生都是头一次采取这种方式上课，出现了各

种状况，如学生网络不稳定，无法正常听课；老师设备有限，无法正常

教学等等。 

第三，学生在家学习的评价与监督问题。由于不能到校集中上课，

采用网络教学的方式，对于学生的监督管理以及学习评价等方面都存在

很大问题。首先，学生在家是否按时上课，上课时是否有认真听课，无

法完全监督到每位同学。其次，线上学习效果的评价也相对比较复杂。 

针对出现的这些问题，我校在随后的管理中进行了优化改进。 

第一，统一学生信息统计端口，建立每日健康日报制度。摈弃前期

的人工统计方式，利用接龙小程序进行统计，大大减轻工作量的同时，

也提高了准确性。统一学生信息统计端口，使得每位学生的健康状况都

记录在同一个地方，查询信息可以一目了然和及时的过滤掉由于信息的

格式不同或者语义不同而收集到的无用信息。坚持每日健康打卡，准确

的联系了每一位师生。了解大家的健康状况，采集数据为决策提供依据，

为了学生在家开展“停课不停学”和开学预案等决策制定更为科学可靠

的举措。随时沟通情况，全面摸清也准确掌握了师生所处地区的健康情

况，对重点人群和地区特殊关注，加强了人文关怀。同时也可及时开展

学生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安抚工作，引导同学们坚持做好个人防护。每

日健康打卡这项制度也是在学生们思想上敲警钟，一日不停止，代表一

日需警惕，防护不能松懈，不扎堆聚众也是疫情不扩散对自身负责最根

本的保障。 

第二，不硬性要求平台和软件，由老师自由选择。随着网课的进行，

各种应用软件如雨后春笋，老师可以自由选择更加稳定的系统进行授

课。刚开始网课授课时，各大软件一下子涌进大批学生，导致网速卡顿，

系统维护，学生们着急于自己的学习进展，老师们着急于自己的课堂质

量。经过一周的熟悉与了解，老师会选择最方便最适合的软件来进行接

下来一段时间的课程。大家运用熟练之后觉得在平台上上课别有一番感

受。学生们回答问题更加积极踊跃，提交作业及时，方便老师批改掌握

上课情况。教师也更方便掌管课堂纪律，无论选择哪个平台都能使课堂

更加高效与新奇。教师控制手段和方法更加科学化，教师起到学习者的

帮助和促进作用。控制手段减弱，旨在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网络平台

上上课，更加考验同学们的自制力。也可以应用更多的手段方法来控制

教学。而由于师生互不相间，这种控制是比较隐蔽的，是潜移默化的。

这种类似于“百花齐放”的情景也是为教育事业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第三，优化学生学习评价系统。优化学生学习评价系统，可以给学

生提供提出适当建议的平台，老师也能及时调整存在的问题，授课过程

将更加细致高效。在网络上上课，便捷的同时也便随着许多新出现的问

题。老师与学生之间缺乏沟通，课上的问题有时无法得到及时解决。优

化评价系统，避免出现教师言行态度不谨慎的情况，网络课程并不能随

时监督，如有存在课堂敷衍内容不全的情况，这种方法就可以促使教师

更加负责。这一反馈过程是老师和学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信息获

取、处理和输出的动态过程。通过评价分析了解教学效果，了解学生学

习情况，加强了评价者和被评价者之间的互动，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也能使教师及时发现、弥补、矫正学生的知识缺陷，及时调整

教学进度，改进教学进程，提高教学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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