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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高校辅导员对学困生转化的路径探索 
◆张秀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南京  211106） 

 
摘要：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加，学困生也不断增加，作为

最接近学生的教师群体之一，做好学困生转化辅导员责无旁贷。本文从

建立学困生档案、关注学困生生活、整合校内外资源、加强过程化控制

等 4 个方面探索学困生转化路径，做好学困生转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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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逐步从精英培养阶段转变为大众普及
阶段，高等教育规模和高等院校学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但随之
变化的的还有越来越繁重的课业压力和参差不齐的高校学生水
平。由于多方面原因，部分高等院校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无法
达到学校规定的学业要求，出现延长学年、退学试读等不同程度
的学籍警告，甚至出现退学的学籍处分，我们将这部分学生称之
为学困生[1-2]。 

当前，学困生已经成为高等院校普遍存在的特殊群体，对于
学生自身的发展、学校的教育教学、社会的人才培养都显得尤为
重要，如何有效做好学困生转化对高等院校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最接近学生的教师群体之一，辅导员具有做好学风建设
的工作职责，不仅需要非常熟悉学生所学专业的情况，还要不断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要引导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逐渐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为学生的学业提供便利的条件[3]。因
此，辅导员是高校学生学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掌握正确的学困
生转化路径是高校辅导员的重点工作。 

经过实践探索和研究发现，高校辅导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路
径开展学困生转化工作。 

一、建立档案，开展针对性转化措施 
高校学困生形成原因较多，为了高效地做好学困生转化工

作，辅导员可以建立一份完善、合理的学困生档案，在学困生基
本信息上，详细记录学困生学业困难的成因、转化过程和转化成
效，根据成因开展有针对性的转化措施，根据转化过程和转化成
效定期跟踪学困生的转化动态，随时调整转化措施，形成学困生
转化的闭环反馈[4]。 

二、关注生活，关爱学困生心理健康 
一般，高校学困生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常常表现为

内向、自卑、焦虑、敏感、不擅交际，其中一部分学生还存在抑
郁症、狂躁症等心理问题，他们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效率都不高，
严重影响到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 

因此，辅导员在开展学困生转化的过程中，不能只考虑学习
帮扶，还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关注学生的生活和心理健康，
应该与学生定期开展谈心谈话，走进学生内心，呵护学生心灵；
可以借助素质拓展、团体心理辅导帮助学生融入集体；可以搭建
平台，组织学困生参加相关文体活动和竞赛，提升学困生的自信
心，帮助学困生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保障学习状态和学习效率
[5]。 

三、整合资源，强化全员化转化指导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也是学校和社会呵护和培养

的对象，学困生转化工作不仅关系到学生个人发展和家庭生活，
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学校的教育工作和社会的人才培养。因
此，辅导员应该整合校内外资源，做到全员化学困生转化指导。 

联合家长[6]，为学生提供贴心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确保学生
的硬件环境；联合心理教师、专业心理医生，为学生提供团体心
理辅导或心理疾病治疗，确保学生的健康心理；联合校内外机构，
为学生搭建文艺体育和竞赛平台，确保学生的良好精神状态；联
合专业教师[7]，为学生提供课堂指导、难题解析、考前答疑等渠

道，确保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联合学生党员和优秀学长，
为学生提供榜样示范、学习方法指导、结对帮扶答疑解惑、考前
模拟测试、学习资源分享等，确保充足的学习资源。 

四、加强控制，做好全过程监督反馈 
学困生转化工作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每个学生的转化

措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需要根据学生转化过程中的学习进度和
转化成效进行监督[8]，并对转化措施进行闭环评估反馈，保障学
困生转化的针对性、实效性。 

学困生转化重要而艰巨，势在必行，作为学生的生活挚友和
学业导师，辅导员需要保持爱心和恒心，积极探索转化路径，联
合多方力量，开展针对性措施，做好学困生转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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