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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辅导员、班主任如何促进学风建设
金自如

（南京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高校学风建设工作的重要性众所周知，2020 年突如其

来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给高校学风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疫情过

后的复学复课将面临着更多新的课题。本文将从高校学风建设工

作实际出发，着重研究作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的高

校辅导员和班主任，如何从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发挥朋辈教育的

辐射作用、加强文明养成教育、弘扬榜样典型激励作用、重视师

德示范引领效应等方面促进“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的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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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经济全球化

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对全世界高等教育也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

2020 年 1 月 27 日，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 2020 年春季

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明确指出推迟高校开学时间。在此背景

下，全国高校启动预案，通过线上展开了网络化教学课程和管理，

以确保“停课不停学”。

当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内疫

情得到了基本的控制。高校大学生陆续返校复学，但随之而来的，

就是高校在“后疫情时代”的教书育人工作面临新的课题，作为

开展学风建设工作主力军的高校辅导员，如何在“后疫情时代”

视域中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开展工作。

一、学风和高校学风建设的内涵界定

何谓学风？《现代汉语词典》是这么说的：学风即学校的、

学术界的或一般学习方面的风气，具体表现在学习的自觉性、动机、

态度、兴趣等方面。一旦形成具有一定群体性和稳定性的良好风气，

就能达到“学习了就有所收获，有所收获就能有所应用，有所应

用就能有所实效”的积极学习氛围。

高等教育有四大职责，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

文化传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如何培

养人”的根本问题，对高校来说，同样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使命，而优良的学风是完成教学培养

计划的基本保证，从而也是高校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的必要保证。

高校学风是一个理论问题，需要回答“什么是学风”，同时也是

一个实践问题，要回答“如何建设学风”。

高校的学风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是全体师生在学习、工作、

生活等各方面体现出来的心理意识、精神面貌、思想修为和行为

准则的总体表现。

创建优良学风是高校一项长期性的、基础性的系统工程，不

仅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更是直接关系到高校自身的长远

发展。

二、“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学风建设的新挑战

新冠疫情的出现，促进了传统线下教学方式的转变，线上教

堂方式应运而生。这在疫情特殊时期对于保证教育教学的稳定起

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线上教学的方式有其天然的弊端，就是需要大学生有足够

的自律性才能保证其效果，同时对于进行线上教学管理的教师也

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后疫情时代”，虽逐渐恢复线下教学，但在疫情防控常态

背景下，对于思想较为单纯、自律性不强的大学生来说，所经历

过的线上教学模式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容易产生散漫、厌学的学

习习惯，对于优良学风的形成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后疫情

时代”对学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

（一）大学生自身原因造成的学习“倦怠”

教育部指示，在疫情期间高校要“停课不停学”，因此，疫

情期间的教学全面采用线上方式。线上教堂较之传统线下面对面

授课方式而方言，更多一些自由和开放的意味。

由于缺乏线下及时督促与反馈，管理与约束，对于自律性比

较差的大学生而言，容易形成一种自由散漫的学习习惯，很多学

生是一边挂着网课，一边在做其他的事情，甚至在睡觉。这样的

学习习惯在“后疫情时代”还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给学风建

设造成新的困难与障碍。

大学学习本身就比中学阶段更加多元化，老师和家长不会也

不可能象中学阶段一样全面安排，实时监督，而是需要大学生付

出更多的自主能动性，导致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惰性，学习积极性

本就不高，再加上疫情期间推迟开学等政策使得很多大学生潜意

识里认可大学阶段的学习是可以被“取消”的，使其对大学学习

的重要度的认识产生了偏差，少了学习应有的一份紧迫感，这种

现象极其不利于优良学风的有效形成。

（二）高校因疫情压力造成的对学风建设的“忽略”

疫情期间，高校肩负保障大学生群体的健康安全的重任，

同时还有强大的舆论风险的压力。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全校近

25000 名大学生和 2000 多名教职员工每日要上报体温与去向，光

这一项工作每天都要牵扯不少的时间与精力，更别提还有对学生

的防疫安全的教育以及校园封闭管理带来的一系列事务性工作了。

在此压力之下，学生管理的压力较疫情之前可谓是呈几何倍

数的增长。在此背景下，部分高校在做各种决策之时，不得不以

学生的健康和校园的安全稳定为首要考虑因素，或者是无意之中，

或者是无奈之下，对于学风建设工作难免有疏漏之处。

再加上完全将线下教学搬至线上，如何进行线上教学的师资

培训，如何利用各种软件进行有效的线上教学管理，这都需要一

个长期的适应与调整。如此种种，也会从客观上造成学风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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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增加。

（三）需要帮扶的特殊学生群体问题更加凸显

在学风建设工作中，对于各类由于心理问题、身体问题或经

济问题造成的学业困难的大学生的帮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

统工程。

疫情期间，这部分群体在学业上的困难会更大。如经济困难

的学生受疫情复工复产难的影响，经济可能更加拮据，从而更加

影响其学业的顺利完成。

再如遇到心理危机的学生群体，遇上疫情这样前所未有的逆

境，极有可能加剧精神负担，疫情过后这部分群体大学生将在心

理和精神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学风建设要考虑到这

部分学生的影响。

三、“后疫情时代”辅导员如何促进学风建设

根据“后疫情时代”学风建设的特点，结合工作在一线的辅

导员和班主任工作范围最广泛、与学生联系最密切、情感基础最

深厚的独特优越性特点，辅导员可以在以下方面做文章，着力培

育优良学风，大力开展学风建设：

（一）注重师德示范的引领作用，帮学生“导学”

辅导员和班主任在教育学生成长成才的同时，也要注重自身

的师德师风建设。“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学生的“知心朋友”

和“引路人”，辅导员和班主任要潜心科研与教学，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用自己严谨治学的态度，言传与身教统一，用自己高尚的情

操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向自己看齐。同时也可以通过邀请博士、

知名教授走进班级，与学生面对面开展思想教育、专业指导、科

技创新指导等活动，通过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学生从“要我学”

变成“我要学”。

（二）注重学习习惯的养成教育，使学生“乐学”

辅导员、班主任可从新生一报到开始的入学教育开始，就大

力推进学校校史校情、校纪校规、安全教育、专业知识等相关规

章制度的学习和考核，让新生一入校便知“无规矩不成方圆”，

种下好好学习树新风的种子。

大一坚持早操、晚自习，继续延续中学的良好学习氛围，进

一步明确大学学习的目标和方向。带领学生骨干深入宿舍和教室

检查课堂出勤，研判学习情况，建立班级、宿舍文明公约，引导

学生自律学习。结合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学生以就业为导向，及早

做好学涯和职业规划，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让学生从“我要学”

变成“我爱学”。

（三）注重朋辈教育的辐射作用，让学生“辅学”

辅导员和班主任要善于挖掘和发动优秀学长、学生骨干的模

范带头作用，鼓励发挥朋辈教育的辐射作用，开展如“学长面对

面”“党员结对一帮一”“优秀学生笔记展示”等活动，充分发

挥学生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学习的朋辈教育力量，帮助学习后进学

生解决学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提升学业成绩，为学业困难的学

生提供多平台，多维度的有效学业帮扶，让学生从“我爱学”变

成“我帮学”。

（四）注重表彰先进的氛围营造，督学生“勤学”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时辅导员和班主任苦

口婆心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导，并不能真正打动学生，倒

是身边的故事更能触动他们的感悟，激发他们的上进。

辅导员和班主任在平时的工作中，要注意积累在校学生自强

不息、考研升学、入伍参军、科技创新、就业创业、学习标兵等

各方面的典型案例，并通过线上线下进行表彰、展示和宣传，让

优秀学子的成长经历成为激励学生勤奋向上的力量，以在全校营

造优良的学习氛围，用正能量给学习动机不强、学习目标不明的

学生赋能，使学生从“我帮学”变成“我勤学”。

（五）注重创新创业的平台建设，促学生“优学”

笔者所在高校建有工业中心、创新学院、天印梦工场、大学

生创新创业园、创意工作坊、大学生素质拓展基地等六大校级平台，

构建了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创业实践于一体，营造了良好的

双创氛围，主流媒体对学校双创经验和成效报道 100 余次。

实践证明，通过搭建这样的创新创业的平台，组织学生参加

各项科技竞赛，孵化创新创业优质项目，能有效促进良好学风的

形成。辅导员和班主任要在工作中注重搭建这样的平台，并且鼓

励和督促学生积极参加，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学生敢

帮比超的优良风气，让学生从“我勤学”变成“我优学”。

四、结语

学风，对于高校是治学之风，对于学生是做人之风，可谓是

高校的立校之本。因此，高校在自身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要建

立和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和规章制度，要让学校变得更有内涵、更

有深度、更有温度。

“后疫情时代”对于高校的学风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辅

导员和班主任作为工作在一线的学生工作者，更应该发挥主导作

用，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动力，掌握学习方法，进

而营造优良的学风，为实现高校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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