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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微时代”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的审视与创新研究
朱亚妮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陕西 西安 712000）

摘要：“微时代”背景下，借助信息技术所衍生出来的多种

信息传播渠道跃然崛起，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犹如一把双

刃剑，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高校是学生

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其踏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作为

高校辅导员，不仅要监督学生学习，还要给其适当地的引导。由此，

高校辅导员的学生管理工作就变得尤为重要。本文将立足“微时代”

背景，对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进行重新审视，并提出相应的

优化举措，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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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两会”胜利召开的消息在一夕之间传入国民耳

中，这离不开“微时代”下微博、微信平台的助力。微博、微信

作为新时期的交流、信息传播平台，将诸多最新消息带给网民，

实现了足不出户，即知天下大事。据调查，高校大学生是学生“两

微”平台的主要使用者，其占据了较大比例。在信息发达的今天，

高校辅导员应该如何对学生进行管理，使其免受网络中负面消息

的影响，是学校和广大教师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将从落实

以人为本、拓宽信息渠道以及合理控制舆论三方面着手，对高校

辅导员的管理工作提出建议。

一、落实以人为本理念，搭建师生交流平台

走入大学校园中，大学生刷微博的情况屡见不鲜。从一定程

度上来说，微博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应用，让高校辅导员工作有了

全新载体，同时这也对辅导员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

人为本”理念是现代教学中积极倡导的，也是教师应该在教学管

理中加以落实的重要原则。对于大学生来说，做到以人为本，就

需要与辅导员进行及时沟通，互相交流自己的想法。

笔者认为高校辅导员可以利用微博的优势，开设与学生交流

的专题微博，将对学生的管理工作从课堂延伸到课外。在此过程

中，为让学生卸下心理负担，可以匿名发言，师生之间以一种和谐、

自由的方式互动。在学生提出问题时，辅导员可及时帮忙解决，

让学生的学习没有后顾之忧，进而拉近双方距离。

二、强化学生信息服务，拓宽信息传播渠道

教育部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

令第 43 号）》中提到要将立德树人放在中心位置，将高校辅导员

队伍建设作为管理的关键内容，进而履行辅导员的管理职责。根

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辅导员需要管理的学生数量大约为 500 名，

想要做到针对性辅导难度较大。传统的信息传递，教师给学生传

达的渠道相对单一，缺乏即时性。微博、微信让师生的信息传播

变得不再困难，教师可以发挥微博平台的优势，为学生提供服务。

在中央发布的 16 号文件中提到了新时期的高校辅导员应该致

力于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切实履行这一职能。在此要求下，

就需要辅导员分别从帮困、心理辅导、生涯规划以及人际关系的

构建等方面着手，强化大学生的思政教育。现代大学生习惯于用

微博记录自己的心情，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师可以实时了解学生

的相关信息，根据所搜集的信息，了解课外学生的心理状态。随

之可以此为依据，给学生提出相应建议。微博、微信的开通，让

师生之间的沟通不再局限于课堂之内，而是可以加以延伸。教师

了解学生的渠道增加，将更有助于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其管

理工作也可以说“如虎添翼”。

三、把握网络舆论方向，构建和谐高校校园

高校辅导员的管理工作是否到位除了落实以人为本理念和拓

宽信息传播渠道，还需要辅导员具有捕捉信息的敏感度，可以掌

控网络舆论带给学生的影响。目前，微博、微信采取实名制政策。

大学生因为价值观还不成熟，所以网络中的负能量会给其带来不

利影响。

根据相关的统计来看，超过 90% 的用户会借助微博了解社会

突发事件的最新动态、查看相应的观点，因此微博已经成为了传

播舆论的中心。当面对突发事件时，自制力差的学生可能会“跟

风”进行传播，短期内就会形成网络聚集。若教师未能及时处理，

可能会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校园的安全稳定会受此影响。在校

园危机管理过程中，如果学校反应不及时、回复机制不完善，极

有可能加剧负面影响。应对突发事件最好的方法是“预防”，把

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处理在萌芽状态。所以，辅导员可以关注大

学生的微博动态，针对大学生的群体舆情特点以及形成有更加清

晰的掌控，避免出现不可控事件，给学校带来不利影响。

四、结语

高校辅导员借助微博这一平台，为大学生的管理工作搭建起

了一个更为顺畅的交流平台，双方可在此平台上深入沟通，了解

各自想法。在此情况下，师生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融洽，避免双

方的隔阂。所以，高校辅导员应该强化自身的信息素养，学习更

为丰富的知识，来应对“微时代”下的管理工作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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