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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高校辅导员对 “问题学生”的干预机制探索 
◆黄  广 

（新乡医学院  河南新乡  453003） 

 
摘要：高校“问题学生”的教育管理是辅导员工作的重要内容。开展“问
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策略主要有：发现挖掘积极因素，赏识
引导促进转化；引导同学相互关爱，营造良好育人环境；肯定与信任每
一位同学，正确看待“反复”问题；运用多种评价引导确立追求目标，
促进学生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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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学生”是指，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学生个体在社会化
过程中，受各种因素影响，导致个体性格、情感意志、思维方式
等方面暂时偏离常态，并在行为方式、心理品质、学业成绩、思
想品德等方面违背教育规律主流、价值标准和社会规范，需要通
过矫正教育干预的特殊社会群体。这类群体主要表现为：厌学，
成绩相对落后，人际交往能力差，性格存在缺陷，行为偏激。如
何教育转化“问题学生”是高校辅导员值得思考的课题。本文以
“陈 X”个案为例，探究辅导员教育转化“问题学生”的策略。 

一、案例简介 
某学院 2017 级学生陈 X，学习习惯差，上课经常开小差，

不能完成基本的课程作业，以各种借口甚至谎话应付老师；没有
良好的担当意识和劳动习惯；平时生活以自我为中心，常常因不
同的小事跟同学发生矛盾冲突。当同学对她的行为习惯表示不
满、甚至疏远时，她则以满不在乎的姿态和表现应对，但有时不
经意地流露出孤独、受伤中的纠结与脆弱。 

二、问题分析： 
通过沟通得知陈 X 的父母在外做生意,平时忽略了对孩子的

关爱与教育，孩子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因爷爷奶奶文化程度不
高，平时更多关注孩子吃饱穿暖的基本生活需求,对陈 X 日常行
为习惯以及学习成长方面的教育放任自留，缺乏正确的教育引
导。初中期间陈 X 因学习成绩不太理想、性格暴躁长期游离于
班集体以外，时有旷课，久而久之，陈 X 形成了叛逆心理，同
时又脆弱敏感。由于家长关爱的缺失、教育方法的不当、集体对
她的“排斥”，导致了陈 X 处于既渴望关爱又脱离集体的这一矛
盾处境中，然而陈 X 既不寻求积极改变自我、反而自暴自弃。 

其实，像陈 X 身上的这些问题，在班级的其他同学身上或
多或少地都有所存在。如何借此案例来引导与教育其他同学，以
人为镜、引以为戒，在反思中成长，学会如何与人和睦相处，如
何在自强、自立与自尊的奋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使自己在
快乐中成长与进步等，面对这些思考，笔者寻找了一些解决问题
的具体措施。 

三、问题处理 
（一）发现挖掘积极因素，赏识引导促进转化 
陈 X 虽然常犯错误，但在她身上还能找到很多“闪光点”。

例如，上课积极发言、做错事能够承认错误。积极发掘她向上的
具有可塑性的正因子，通过多种方式对她进行表扬鼓励。在班级
活动中，给她更多的表现机会与关注。通过班级开展的一些才艺
展示活动（5 个一活动：一项运动、一项才艺、一本书、一个计
划、一点改变），较高的受关注度让她感受到了自己也是班级的
一份子，代表团队的表演让她感受到了自己被别人的信任后收获
的那种快乐，她积极了、上进了，从而达到了消除其惰性行为的
效果。  

（二）引导同学相互关爱，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引导培养陈 X 时，注意放大教育

效果，引导同学学会相互关爱，发挥集体和朋辈的作用，帮助她
同时也帮助大家在集体中找准自我定位，相互关爱，相互帮助。
通过主题班会或其他恰当时机做好学生的思想引导工作，通过案
例向学生讲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引导大家以发展的眼
光看待每一位同学，及时肯定每一位同学的成长变化，以集体的
耐心，接纳彼此的不完美，肯定鼓励大家共同成长。 

（三）肯定与信任每一位同学，正确看待“反复”问题 
信任是一种人格力量，它使人努力，促人奋进，同时也能营

造一种良好的人文环境。无论是对陈 X 还是对班级的其他同学，
只有对学生充分的肯定与坚定的信任才能使每个人都有动力争
取更大的进步。对陈 X 及时的肯定与信任，是笔者对其针对性
教育的基本思路与立场，无形中也逐渐端正了其他同学对她的认
知态度。受此影响，陈 X 自暴自弃的心理也随之慢慢得到了纠
正。错误，在每个同学身上不可能瞬间完全改变，展示坚定信任
态度，辅导员和同学们都应有耐心对待每一个同学彼此偶尔的失
误。 

（四）运用多种评价引导确立追求目标，促进学生长远发展 
调动学生自我完善成长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既要善于运用发

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又要积极运用多种评价引导同学们的成长、
确立奋斗目标；及时在其他同学面前表扬陈 X 的努力与进步，
通过与家长的沟通或转述等方式对她进行表扬与肯定；有意识的
引导学生思考规划成长的方向：大家 1 年以后会怎样、5 年以后
你会感受到幸福吗、10 年以后的今天你成功了吗，逐步引导陈 X
及其他同学确立长远的理想或奋斗目标。并在这个目标的激励下
实现真正的自我转变与成长，促成长远的进步与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陈 X 在和同学交往中，慢慢学会了考
虑别人的感受，学会了主动谦让，家长也反映她在家能主动做一
些家务了，有时还会谈论一些“有营养”的话题，这些变化让周
围的人对她刮目相看。她从一个“问题学生”成为班级中受人欢
迎的一员，成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不断为之努力的学生了。班
级同学也在与老师与陈 X 同学的互动中都走向了成熟，相互谦
让给予温暖和正能量的交流成为常态，团结向上、共同进步的班
风与学风也因此逐步形成。 

四、案例启示 
（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辅导员在面对“问题学生”时，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不能轻易给学生贴标签。所谓的“问题学生”之所以成为现在，
都是有原因的，只要我们真正做到不放弃，那么我们利用一定的
时间足以把一个学生从“问题”转变为“良好”。当然我们“有
教无类”的教育原则需要建立学生多元化的科学评价体系，这也
是因材施教的基本保障。 

（二）尊重、理解、信任和关怀是对学生教育的前提 
尊重、理解、信任和关怀是开启学生心扉的钥匙，是老师和

学生情感沟通的桥梁。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真情与关爱、尊重和
信任是 强大的凝聚力,是 有效的感召力。给予学生尊重、理
解、信任和关怀可能不是 快的教育方法，但却是 有效的教育
方法，体现了人文关怀的教育思想。 

（三）班风建设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集体风貌与个体自我教育  
班风的健康程度直接会影响到班级的发展与学生个体的成

长。班风建设是辅导员工作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辅导员
做好班级管理工作的基础。现在的大学生一般为“95 后”，他们
普遍存在逆反心理强、自我约束能力弱、组织纪律性差等特点。
在班级管理中，辅导员一定要注意营造良好的班级文化氛围，运
用环境的熏陶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地渗透,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教
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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