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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　新成长
——高校辅导员工作案例分析

李双双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江苏 镇江 212300）

摘要：大一新生从高中进入大学后，学习生涯也进入了人生

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过渡的时期，很多新生容易出现难以融入

新群体、难以适应新环境的情况。高校辅导员尤其要重视该阶段

学生的思想状态和行为表现，密切关注新生进入大学后的成长状

况，引导学生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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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一新生面对新的环境容易在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

出现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学生可能会

因此产生不良情绪，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高校辅导员在

引导大一新生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一

位新生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应当留心观察、积极主动接触学生，

认真分析新生入校后出现的一系列偏常现象。新生辅导员要从思

想方面用爱心教育引导学生，同时在学习、生活中要加强管理，

关心新生的心理健康，多做心灵沟通，从而帮助大一新生实现从

高中到大学的角色转变，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本文即通过对一

则大一新生进入学校后适应新环境新生活的实际案例的探究分析，

提出对策、总结经验，为今后学生工作积累相关经验。

一、案例简介

军训期间，部分学生经不住烈日和教官的考验，会偷个小懒。

其中，有个男生小 A（化名），教官时常在辅导员巡视期间向辅

导员反应该生总是偷懒，且不服从命令，不服从管教，惹得他很

头疼。此外，该生在参加户外训练过程中，全体统一要求穿戴军

训服饰，尽管他自己有军训服，但总还会穿自己的服装和鞋子，

和周围同学形成鲜明的对比。每天训练列队时，迟到的学生中总

会有他，而其本人对此行为不以为然。辅导员发现该生此种现象后，

第一时间找到他，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要求其进行书

面自我检讨，该生却对辅导员的批评教育并不在意。事后该生不

仅没有按要求进行自我检讨，反而变本加厉，继续保持自己迟到

的习惯，也依旧不穿军训服去训练场。在与该生的对话过程中，

通过其面部表情可以观察出，该生内心也很不服气。对于教官和

辅导员对其提出的要求，也时常置之不理，甚至唱反调。

二、案例定性分析

此案例反映的是新生进入大学后，面对新的环境，自身不能

很好地调整，进而出现一系列情绪化违规问题。

三、问题关键点

第一，建立和小 A 的信任感，让小 A 感受到被关注和关怀，

从心理上引导小 A 学会适应大学生活。

第二，让小 A 认识到自己入学来的违纪违规行为所造成的影

响，引导其遵纪守规，积极进取。

四、解决思路和实施办法

（一）解开心结，建立信任

经过初次的严肃批评教育，发现小 A 各种违纪行为并没有得

到制止，小 A 反而变本加厉。可见，对小 A 实行严肃批评教育的

方式行不通，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于是，从小 A 的日常生活入手，

通过其周围同学深入了解小 A。由于开学时间并没有很长，了解

小 A 的只有其舍友。通过其舍友了解到，小 A 日常生活中很安静，

经常独来独往，和同寝室的同学交流并不是很多，但了解到小 A

喜欢绘画。接着便以小 A 的兴趣爱好为突破口，以此来打开和小

A 的话题。通过浏览小 A 的网上动态，了解到小 A 喜欢临摹漫画

人物，而且他画的作品也很优秀，便以此为切入口，在结束完一

天军训后，找来小 A 聊天。小 A 对谈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感到很

诧异，同时也感到很惊喜，一下子便打开了话题，对辅导员的排

斥感也降低。同时也了解到小 A 高中成绩还不错，但高考后没能

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所以进入学校后产生了自暴自弃的念头。

知道小 A 的心结所在后，便对症下药，给小 A 讲诉学校和其相似

经历的学长学姐的成长经历，借此以此激励小 A。让小 A 明白高

考不是结束，而是人生另一阶段的开始。

（二）严格要求，积极进取

打开小 A 的心结后，便趁热打铁，经常性找小 A 聊天，通

过此种形式深入了解其生活及思想状态。通过几次接触后，小

A 渐渐对辅导员产生信任，心中有疑惑时，也愿意主动找辅导

员倾诉。在训练过程中，也渐渐发现小 A 迟到、不服从教官命

令的情况也减少了，教官对其评价也有所改变，由原来的无奈

转为现在的肯定。同时，通过其舍友也了解到，小 A 在宿舍也

逐渐和他们交谈，并不是以往的一言不发了。辅导员将小 A 的

改善以及其身边人对其评价反馈给小 A，小 A 反而会害羞，感

到自己之前的违纪行为很不对。事后小 A 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

讨，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抱歉。自己也能鼓足勇气想教官和

辅导员主动承认错误，并表示以后会服从命令、遵守校纪校规。

辅导员抓住机会，鼓励小 A，并对小 A 提出要求，在不违反学

校各项规章制度外，对自己将来的学业也得制定长期目标和短

期目标。小 A 在得知得到大家的肯定后，信心倍增，欣然接受

要求，并期待自己未来的表现。



172 Vol. 3 No. 08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研讨与培德

（三）因材施教，各显所长

在军训期间，由于各班需要班级风采展示，全班需要参与其

中，但有些黑板报、海报需要绘画功底较好的同学参与其中。了

解到小 A 在绘画方面较为擅长，正好借此机会，辅导员找到小 A，

鼓励小 A 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一开始，小 A 对辅导

员提出的建议比较抗拒，表示自己绘画水平不够，且不善于交际。

对此，辅导员耐心听完小 A 的顾虑后，首先肯定小 A 的绘画水平，

告诉其教官和其班主任也认可其绘画水平，借此鼓励小 A 要对自

己有信心，切莫盲目自卑。另外在交谈过程中，也发现小 A 对自

己要求很高，尤其是将自己的特长展示改其他人看时，希望自己

是醉倒最好的。对此，引导小 A 勇于正视自己的不足，自我要求

高是好事，但不要因此妄自菲薄，如果目前还不能达到自己心目

中预期的状态，那就以自己心中预期为目标，正视现实，给自己

提升的机会，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让

小 A 明白这不仅是个不断提升自己特长水平的锻炼机会，同时也

能加强自己和同学们的沟通能力以及协作能力，拉近和同学们的

关系，让自己的综合能力得以提升。在和小 A 交谈过程中，明显

感觉到小 A 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愿意去尝试下，慢慢来突破自己。

随后，也鼓励小 A 参与后期的班委竞选，抓住大学的每次历练的

机会，丰富自己的大学生活。

五、经验与启示

（一）根据学生特点，及时调整教育方式

辅导员对每一位学生的教育工作，不能是一成不变的，需要

根据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及时调整教育方式。尤其是学生在违

纪违规时，一味地指责、批评教育，未必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深

入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后，予以学生平等的交流和尊重，让学生

体会到被重视和被关爱，反而更容易达到教育的效果。每一位学

生都有其优势和劣势，高校辅导员应该在平时的思政教育工作中，

多观察每一位学生，因材施教，并引导学生发现其自身优势和劣势，

帮助其扬长避短。并且，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带有个人情感色彩，

应当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让每一位学生感受到被尊重。对于经

常违纪犯错的学生，更应当予以给多的时间和关注，以身作则，

通过行动去影响每一位学生，陪伴每一位学生成长。

（二）关注特殊群体，及时发现潜在问题

高校辅导员在做学生工作时，应当深入学生内部，实时掌握

其动态。尤其是一些特殊群体，例如性格孤僻、行为异常、贫困

学生、单亲家庭学生、残疾学生等等，应当予以更多的关注和关怀。

一旦需要留心观察学生的学习以及生活日常时，那么高校辅导员

的工作范围就不能仅限于学生的课堂，更要深入每个学生的宿舍，

掌握学生的实时动态，及时发现潜在问题，预防问题的发生。同时，

平时也需要注重学生线上的动态，例如学生的 QQ 空间、微信朋

友圈、微博、抖音等动态，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全面掌握学生

的状态，帮助更好地展开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三）帮助树立目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大学阶段，是高校学生树立三观的重要时间段。尤其是大

一新生，处于适应环境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学生进行一个

正向的引导尤为重要。新生在进入学校后，高校辅导员就需要

抓住每一次思想教育的机会，加强新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这个阶段的

学生对未来时常会感到焦虑和迷茫，对自己认识不够清晰，对

自己的目标感到困惑。这时即需要各种形式的教育，引导学生

认清现状，勇于面对，并保持良好的心态，在每一件感到困难

或者力不从心的事情中去不断磨练自己，培养自己不屈不挠、

坚持不懈的品质。通过相关课程，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树立自己长期以及短期的目标，并将其想法付诸于实践，逐步

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状态。

（四）注重专业积累，提升自身综合素养

辅导员工作涉及面广，要做好基层学生工作，需要不断加强

相关专业知识的积累，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除了具备良好

的职业道德素养外，需要不断学习专业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

管理学等方面，以求能更为专业地为学生服务，更好地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也要加强职业生涯

规划指导以及就业指导的学习。尤其对于新生而言，职业生涯规

划的指导尤为重要，需要在新生进入高校环境时，引导其适应高

校环境的同时帮助其树立大学阶段的目标，并鼓励学生为之奋斗，

最终实现该阶段的目标。这便需要高校辅导员不断加强该方面能

力的提升，理论结合实践，不断积累经验，才能在实践中为学生

更好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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