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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精准化开展的三维思考
杜　曼　刘春雷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思想政治工作贯穿高校教育全过程，辅导员作为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明确

目标，理清思路，把握策略，是精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

从科学与人文、辩证与混沌、正向激励与负面反馈的三重有机统

一的角度入手，精准施策，探索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

途径，从而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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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思潮输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

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大学生思想观念随之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如何有效发挥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生

命线的作用，把工作思路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为谁培养人，

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总体思路上来，落实高校“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遵循客观规律，明确工作目标，因时而变，

精准施策，化育结合。

一、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

践行辅导员工作要求，需要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出

发，实现科学关怀和人文关怀的高度统一。科学精神在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被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下尊重客观规律，坚持追求真理

的精神；人文精神起源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主张人的价值、自由、

幸福和尊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一方面要尊重学生的

个性化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

严把大学生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基准线。

（一）倡导正确人生观，在尊重学生个人发展的基础上，开

展理想信念教育

辅导员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既要看到冲击带来的“轴心

时代”红利，也要采取有效措施抵制资本主义价值观渗透带来的

消极影响。

一是用理想感召。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不能脱离大学生思想实

际，不能以牺牲大学生个人发展作为代价，因此辅导员在教育引

导时应增加学生的“获得感”，让他们明白真正的自我成长和进

步建立在实现理想信念的基础之上。

二是用目标激励。评奖、评优、入党等是对大学生取得成长

进步的即时激励，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生活和党内生活的商品化。

对于任何出现在校园的功利主义思想，辅导员应本着实事求是的

科学精神，肃清资本主义不正之风，引导大学生将个人发展和价

值实现统一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

三是用德行化人。“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的根本任务。辅

导员要用实际行动破除“唯关系论”的歪风邪气。

（二）倡导正确义利观，在尊重学生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开

展小我大我教育

毛泽东在《论矛盾》中指出：“矛盾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

当前，社会上存在个人利益追求的公开化和常态化趋势，学校教

育作为社会教育的第一阶段，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出发实现“斗争性”

向“同一性”的转化。

一是摒弃“言不敢及利”的陈旧观念。为增强思想政治工作

的实效性，辅导员需要关注学生的切身利益、解决学生的实际需求，

在不触及原则的前提下为广大学生群体，特别是家庭困难学生和

特殊学生，争取更多的教育红利，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校教育。

二是把握“大我”与“小我”的辩证关系。尊重学生劳动成

果并不意味着奉献精神的物质化，在“大我”面前“小我”需要

牺牲，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需要让步。科学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是在关怀个体价值的基础上，维护好党和国家的绝对利益，

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三是培育德才兼备的新时代英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之一是鼓励青年大学生将小我融入大我、将青春献给祖国。

（三）倡导正确民主观，在尊重学生独立人格的条件下，开

展集体主义教育

毛泽东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

也没有社会主义”。当前，大学生思想空前活跃，自由平等意

识明显增强。搞好新形势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做到以

下三点。

一是要尊重民主意识、畅通学生表达和反馈的渠道。校园

民主制度化和常态化是规范民主生活的重要途径。只有尊重个

体的独立人格、保障个体权利不受侵犯，才能使集体主义教育

入脑入心。

二是把握民主尺度，划清民主和自由化的界限。赋予学生民

主权利不代表给予学生绝对自由，开展集体主义教育是实现个体

在纪律和制度框架下相对自由的必要保证。辅导员通过实行集中

民主，鼓励更多学生参与到服务集体、建设集体的过程中来，将

集体主义教育渗透到日常组织管理工作中去。

三是摸清思想动态，实现教育有的放矢。辅导员要掌握服务

对象的心理状况和行为模式，辅以适当的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

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拓展活动平台，依托信息技术优

势和专业知识积累，实现集体教育在校园活动中的渗透。

二、实现辩证思维和混沌思维的有机统一

混沌思维源于混沌理论，研究非线性系统中初始变量的微

小变化对结果产生的巨大影响。将混沌思维运用于思想政治工

作，就是考虑到实际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忽视任何一个

微小因素对总体工作可能造成的影响。实现辩证思维和混沌思

维的统一，要求高校辅导员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强化问题意

识，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思维模式，提升驾驭复杂局面、处理棘

手问题的本领。

（一）溯源固本，重视正确观念积累，实现量变与质变的

统一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是实践的支撑，引导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观念，要做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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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夯实基础，实现思想理论量的积累。正确思想观念是

构建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基石，高校辅导员要帮助

大学生扎实掌握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知识，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和方法指导具体实践。

二是要提高觉悟，实现认识层面质的飞跃。认识的深化不会

凭空产生，唯有实践出真知。高校辅导员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四

进”工作，鼓励学生学用一体、用课外反哺课堂，最终实现认识

广度和深度的螺旋式上升。

三是实现二者的循环往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日积月累，

潜移默化地扩大影响范围，抓好排头兵，用先进带动后进，让个

体感染集体，最终实现质量升级转化的闭环，强化混沌体系中的“蝴

蝶效应”，实现正确观念的快速渗透和传递。

（二）见微知著，关注敏感因素变化，实现前瞻性和及时性

的统一

辅导员需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保持敏锐性，第一时间觉察到

敏感因素的变化，做好预判、及时处理。

首先是要细心观察，收集信息，把握大学生思维变化趋势和

动态。了解学生所思所想能够帮助辅导员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变

化趋势，进一步预测学生未来的思想发展，使思想政治工作具有

前瞻性。

其次是要发现问题，找准原因，及时有效作出反应。通过超

前研判、逆向追因，针对不同类型学生开展差异化的思想政治工作，

快速达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将错误思想倾向消灭在萌芽状态。

最后是实现二者融合。思想政治工作要走在大学生思想变化

之前，辅导员要广泛搜集信息，做好研判，根据预测及时调整思

政工作节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见微知著，剔除任何可能引发群

体性思想波动的不利因素。

（三）防微杜渐，杜绝不良风气蔓延，实现情和理的统一

大学教育并非人生的第一课堂，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会吸收

来自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种种不良影响和错误示范。

一是要动之以情，打好感情牌。辅导员要充分理解大学生群

体追求独立解放、渴望尊重认可的心理特点，引导学生敞开心扉，

找准学生情感需求，循循善诱，促成学生的自觉转变。

二是要以理服人，强化规矩意识。对于屡教不改、问题严重

的学生，绝不能纵容姑息。规矩、纪律、法理也是辅导员开展思

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抓手，面对工作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坚持问题

导向，积极解决面对，不能因畏难情绪导致矛盾恶性转化。

三是要做到情理交融。只讲情不论理会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缺

乏力度，影响工作的长期性和实效性；只论理不容情则会导致思

想政治工作缺乏温度，不得人心。实现情理统一才能有效遏制不

良风气向不良后果的转变，防患于未然。

三、实现正向激励和负面反馈的有机统一

正向激励指通过施加正向刺激，强化目标对象特定行为或思

考模式的手段。负面反馈指系统中输出端信号对输入端信号施加

的反向作用。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辅导员可以选择以上两种

方式优化工作模式、提高工作效率。在具体实践中，浅层次的思

想问题容易发现，而深层次思想问题因涉及政治立场、价值观念

和意识形态，难以发现和解决。如何突破瓶颈，实现思想政治工

作的精准化开展，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

（一）由浅入深，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性

强化正向激励，解决浅层次思想问题；筛选负反馈信息，提

高对深层次思想问题的辨别力。首先要在谈心谈话或开展集体教

育前，分析负反馈信息可以帮助辅导员对症下药、准备具有针对

性的谈话或教育策略。其次要在执行策略的过程中即时收集分析

负反馈信息，帮助辅导员及时对原始策略进行调整和补充，由浅

入深、挖掘可能存在的深层次思想问题。最后要在策略实施后二

次分析策略执行过程中的负反馈信息，评估策略是否有效、学生

个人或群体中是否存在深层次思想问题，便于今后制定新的策略

或做出进一步探索。

（二）由表及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面，意识是心理活动

中能够被自我觉察的部分，而潜意识则是心理活动中可能或无法

被自我觉察的部分。深层次思想问题反映了主体在意识层面的心

理活动，但其中消极的且未被自我觉察的部分是主体心理活动在

潜意识层面的映射。辅导员需要从两个维度出发探索学生的深层

次思想问题。一方面应用正向激励原理，构造不断强化的正反馈

回路，解决意识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用负反馈机制探索潜意识

层面的问题。前意识层面的心理活动在特定的刺激条件下能够进

入意识成为主体可觉察的心理活动。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当正向反馈机制无效时，辅导员可以将负面反馈机制作为补充策

略纳入执行策略范畴。

（三）纠正偏差，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周密性

辅导员要在开展工作后进行复盘，反思在策略选择和执行过

程中的优势和问题，通过正负反馈机制对自身进行激励以增强工

作的周密性。一方面用正向反馈激发自身潜力。通过找到在策略

选择和执行方面上的闪光点，辅导员应用正向激励原理强化了自

己的行为模式，在未来遇到类似问题时，能够快速执行最优策略。

另一方面用负反馈机制纠正偏差。辅导员在复盘过程中收集负反

馈信息，对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复盘过程中进行推演，

制定出更好的教育方案；对于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在日后

工作实践中继续探索，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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