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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在网络全媒体环境中的“听”与“说”
徐自成　 李政伦　徐　茜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辅导员在网络全媒体环境中要学会“听”、恰当“说”、

及时“做”，在了解大学生所想、所需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

展工作，引导学生成长、成才，加强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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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

合发展举行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

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

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

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人本主

义心理学家卡尔·罗吉斯（Carl R. Rogers）说过：“如果我能知

道他表达了什么，如果我能知道他表达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能

知道他表达了以后的感觉如何，那么我就敢信心十足且果断地说，

我已经充分了解他了，也能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并改变他了。”辅

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

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在工作

中必须通过学生的各种表达敏锐地判断出问题并予以解决。

一、建立信任关系，及时进网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高校要加强“两微一端”建设，运

用大学生喜欢的表达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到：“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

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辅导员通过网络育人就是全媒体时代思政教育因事而化、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的途径创新。

二、增强敏感度，学会“听”

做为辅导员必须对网上获取的学生信息有足够的敏感度，能

从中读出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进一步加工处理可以指

导我们开展相关工作。在网上，辅导员需认真“听”的主要有以

下三个方面。

（一）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

网络已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社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辅导员做为大学生的引领者、服务者、管理者想要准确把握学生

的思想动态，必须关注网络渠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密切关

注网上动态，了解大学生思想状况”“要加强校园网的管理，严

防各种有害信息在网上的传播”。因此，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成

为辅导员在网络上首要任务。要通过学生在网上的信息准确判断

他们的思想状态，了解他们对事物看法，为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提供帮助。

（二）掌握学生的现实需求

学生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到大学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会有不同的需求。这些困难和需求有些是共性的，有些是个别的，

有些呈现出规律性的特点，有些属于突发的问题。针对我们发现

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展必要的帮助与服务工作。

（三）找出影响安全稳定的隐患点

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建设和谐校园是辅导员工作的重要中之

重，是底限工程。所有安全稳定事件的发生都是有一定苗头的，

辅导员认真监督网络舆情就可以及时发现隐患点，提前开展预防

工作，而提前掌握信息是处理这类事件的关键所在。

三、树立责任心，恰当“说”

辅导员在网络上的“说”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下面予以分

别阐述。

（一）及时回应学生的问题

网络时代人际沟通有快捷化、开放化的特点，深得学生喜欢。

学生们遇到问题，需要向辅导员寻求帮助时，多首选网络联系老师。

此时，做为辅导员要积极回应学生的问题，能够予以解答的要立

即解答，不能立即解答的也要向学生说明不能立即解答的原因，

以及何时再予以解答。

辅导员与学生的网上交流可分为群体互动与单独交流两种形

式。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一般涉及多数同学普遍性的话题可

以通过班级的 QQ 群、微信群等途径进行群体互动。涉及个别学

生的特殊性问题要与学生单独交流。辅导员要根据事情的性质、

类别区别对待。尤其要注意，凡是涉及到学生隐私的话题一定不

要拿到群上去谈。

（二）建立网络发声阵地，把握话语权

话语权是通过创造、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一定的来引导

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权力。网络全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接收

者、传递者，也可以是发布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移动

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

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辅导员话语权是指通过话语的表达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

举止产生具有影响、评判、约束的效力，体现出辅导员的权威性。

辅导员话语权不同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国家机构权力，它蕴藏于

思想、知识、理性之中，以一种“软着陆”的方式影响大学生的

思想、行为、举止，具有强烈的约束力和导引力。知识和信息是

辅导员话语权的重要源泉，辅导员话语权是以知识的筛选、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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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配为基础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力。

（三）网上“听”，网下“做”

网上倾听是辅导员发现问题的途径之一，“听”只是第一步，

“说”是第二步，“做”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做”

就是辅导员工作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环节。

辅导员在网上发现的问题是否得到很好的处理，学生的合理

诉求是否得到满足，安全隐患是否消灭在萌芽中，这些都是判断

辅导员工作是否落实到位的重要方面。简单说网下的工作才是关

键。笔者曾在所带某班的微信群里发现，部分学生在边上课边吐

槽任课老师讲课水平太差，上课方式学生难以适应等问题。看到

这些信息，笔者没有在群里制止他们的吐槽行为，而是下课后找

班上部分同学详细了解了情况。在汇总了学生的意见后，又委婉

的向任课老师做了反馈，使任课老师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并进行

了改进。最终这门课程的课堂效果大为改善。

四、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建立信任关系很重要

网络的交流是现实社会交流的投射。辅导员与学生之间只有

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交流，才能得到有效的信息，才能有的

放矢的开展工作。

（二）解决好“听”与“说”的矛盾

这看起来像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但事实往往是这样的，很多

学生参与的网络环境中由于出现辅导员的身影而变得沉寂。辅导

员只要一说话，学生就有被监督感、被管教感。解决这个问题，

除平时辅导员就要和学生打成一片、成为知心朋友外，建议辅导

员将“听”与“说”进行适当的场域分离。所谓场域分离即在以

学生为主的网络环境中，辅导员尽量多听少说，不能让学生因感

受到辅导员的存在而不敢说话，如非必要不要干预学生的谈话。

同时辅导员的“说”则主要通过自己建立的发声平台进行。

（三）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转变

辅导员承担着繁重的日常工作任务，从

关注网络的角度讲可投入的精力是有限的。

为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覆盖面，可以考虑建

立网络信息员队伍，形成网络舆情研判机

制。通过信息员扩大辅导员的网络触角，通

过群体性的协同作战解决覆盖面和工作效率

的问题。

（四）尽信网，则不如无网

对网络善加利用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

率，但辅导员也不能过分依赖网络。网络毕

竟是辅助、是工具，更多扎实细致的工作还

要在线下进行，与学生面对面开展。一味依

赖网络，则会使工作浮于空中，脱离实际，

难以有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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