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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互联网 +”提高高校辅导员
思政教育工作效果的策略

高俊雅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2）

摘要：我国已经进入全民网民时代。高校学生成为网民的主体。

在互联网上，各种信息纷繁复杂。高校学生并未接触社会，他们

并未形成相应的价值观。信息的多样性，以及学生价值观尚未形成，

导致他们极易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产生不健康的价值观。针对

这种状况，高校辅导员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显得十分必要了。与此

同时，互联网也给高校辅导员的思政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本文

对此从影响、注意事项以及具体测录三个角度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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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为辅导员的思政工作提供便捷的同时，也为辅

导员带来了一定的问题。辅导员不能控制学生信息获取的来源。

很多高校学生极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这需要辅导员提升

个人的专业教学能力，也需要提升个人的信息素养，从教学实际

入手，从客观学情出发，构建思政教学模式，在提学生升信息辨

别能力的同时，促进他们正确价值观的确立，提升思想教学的高

效性。

一、“互联网 +”对高校思政工作的影响

本文注重从“互联网 +”对高校思政工作的正反两面进行论述，

也为后续更为高效地开展相应的思政工作提供必要的信息。在有

利方面，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辅导员可以和学生进行更为

高效的沟通，对学生实现更为高效的管理。在消极方面，学生很

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提升思政辅导员的管理难度；部分学

生很容易造成社交障碍。

（一）“互联网 +”对高校思政工作的有利影响

1. 满足学生对于思政内容的个性化需求

部分思政辅导员可以“互联网 +”，开展此部分思政课程，

为学生引入课本不具备的内容，拓展学生的学习眼界，让他们从

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了解别具风格的思政内容，拓展学生的思政

知识外延，满足不同学生对于思政课程的期待。

2. 增强辅导员与学生之间沟通的实效性

“互联网 +”有利于丰富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形式，也

能提升师生沟通的高效性。辅导员在开展思政课程后，可以运用

微博、微信等方式，与学生沟通。由于互联网 + 这种模式可以消

除面对面之间的尴尬，所以学生可以在网上更为积极地诉说真实

想法。这无疑提升高校辅导员与学生沟通的实效性。

3. 提升思政教学的针对性

思政管理的关键在于：辅导员了解学生每个阶段的真实想法，

并“对症下药”，实现思政教学的高效性。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辅导员可以通过各种网络平台，了解学生。比如，学生会通过发

表朋友圈，或是 QQ 动态的方式，表达个人的看法。辅导员可以

根据学生的发表的内容，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合理调整思政

教学内容，以及相应的方式，构建走入学生“心缝儿”的思政授

课模式，消除学生在成长中的困惑，提升思政教学的针对性。

（二）“互联网 +”对高校思政工作的不利影响

1. 学生容易受不良信息的影响

互联网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包含各种信息。人们可以在互联

网上发表个人的看法。这种看法有些并不符合实际，具有一定的

社会消极影响力，比如，一些拜金主义思想、一些享乐主义观念。

因为高效学生的思想价值观未建立，他们很容易受到这种观念的

影响，有产生不良行为的可能性。辅导员重视这方面的内容。

2. 提升高校辅导员的管理难度

由于互联网信息的开放性，很多学生不具备辨别信息的能力，

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与此同时，互联网信息具有一定的

隐蔽性，导致辅导员不能发现互联网中的不良信息。以上两方面

是提升高校辅导员工作难度的重要因素。

3. 部分学生容易造成社交障碍

高校学生可以运用互联网，结交很多朋友。这些学生在网络

上可以畅所欲言。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并不能积极地表达个

人的看法。这些学生的朋友很少。由此可见，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学生产生一定的社交恐惧心理。

二、“互联网 +”在提高高校思政工作的注意事项

（一）遵循创新性原则

互联网在转变高校思政辅导员教学思想的同时，也促进思政

辅导员的工作方式的转变。高校辅导员可以运用互联网 +，创新

思政教学方式，比如，构建思政交流群。辅导员在此群上，进行

正能量的传递，传送感人的事迹，传送身边人的善举，等等与思

政相关的事件，让他们更为直观地掌握相应的内容。

（二）注重生活性原则

互联网 + 有利于：辅导员可以实时掌握学生的生活状况，以

及思想动态，并根据学生的实际生活状况，给与学生必要的心理

辅导，让他们养成健康的心理。与此同时，辅导员可以通过发表

正能量内容的方式，引导学生更为积极、向上的生活，促进他们

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以更为正向的视角，看待生活中的种种事情。

三、“互联网 +”提升高校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策略

（一）提高辅导员的信息技术素养

辅导员需要紧跟时代发展趋势，掌握必要的信息技术。与此

同时，辅导员可以在了解信息技术特点的前提下，运用互联网语言，

与学生沟通；构建思政内容，与互联网之间的连接，将更为具有

前瞻性的事件，具有思政教育的事件，推送给学生，让他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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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事件的讨论中，并加深对事件的认知，也逐步转变个人的思

想和看法，形成正向的价值观，充分发挥“互联网 +”教学的实

际意义。

与此同时，辅导员可以打造专门的思政网站，也可以构建思

政交流模块，引入社会热点，让学生参与到相应热点事件的讨论

中，并结合学生的所思，给与多样性的评价，比如，思维方式，

观念认知等等，让学生从个人，从社会，从国家等多个角度入手，

促进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二）借“互联网 +”，进行思政教学模式创新

本文中的“互联网 +”是指微信。辅导员以微信为载体，推动

思政课程的进一步发展，发布相应的思政课程，组织学生参与知识

的学习，问题的讨论，提升思政教学效率。辅导员可以构建微信群，

发布思政学习内容，发布各种社会热点，以及国家重大事件，鼓励

学生进行交流，促进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构建公众号，定期推

送各种小知识，比如，生活常识、学习方法，以及感动中国十大人

物等等，创新全新的思政课程模式，提升思政教学效率。

（三）构建“互联网 +”式的心理教学模式

思政教学的目的是：学生获得正确的价值观，并勇于面对生

活中的困难；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做出对社会，对国家有意义

的事情。为此，辅导员在实际的思政授课过程中，可以从培养学

生健康的思想入手，让学生获得正确的价值观。在实际的执行中，

辅导员需要树立同理心，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他们的心理，并

结合学生的回馈，给与相应的指导，真正让学生表达个人在思想上，

以及生活事件上的态度。辅导员可以对学生的思想，给与一定的

指导。

值得注意的是，辅导员可以通过网络沟通的方式，即构建网

络心理授课模式，推动思政心理课程教学，及早解决学生心理问题，

让他们更为阳光、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

（四）运用“互联网 +”，打造良好网络环境，提升学生的

信息辨别能力

众所周知，高校学生并未真正地接触社会。他们的价值观并

未形成，也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为此，辅导员可以运用“互

联网 +”，开展提升学生信息辨别能力的教学，让学生辨别良性信息，

以及不良信息，从良心信息中汲取营养，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辅导员可以构建网络舆论检测系统，观察学

生的上网状况，及时运用这个系统，规避一些网上的不良信息。

与此同时，辅导员可以查找这些不良信息的来源，及时封闭信息

的穿入口，为学生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与此同时，辅导员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常见的欺诈骗局，

比如，网贷、赌博等，并让学生掌握一定的信息辨别方法。比如，

辅导员可以提醒学生：凡是涉及到钱的事情，学生需要三思而后行。

辅导员运用“互联网 +”，打造良好的互联网环境，也提升他们

的信息辨别能力。

（五）运用“互联网 +”，构建新型师生相处模式，提升思

政教学质量

尊师重教是新型师生关系构建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辅导

员可以借助互联网，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模式，通过多种沟通方式，

让学生吐露心扉，真正充当学生的“大哥哥”，或是“大姐姐”，

站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学生交流，让他们真正表达个人的困惑。

与此同时，辅导员需要转变方式，真正将学生看成自己的“朋友”，

或是“亲人”，摆脱转变以辅导员立场的观念，从学生的立场入手，

思考学生困惑点产生的缘由，并提供可操作式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辅导员可以利用“互联网 +”，制作“心事

漂流瓶”，让学生将心事，放到漂流瓶中。辅导员可以以漂流瓶

为媒介，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消除学生心中对辅导员的芥蒂，

构建更为具有人性化的师生模式，促进学生健康心理的建设，提

升思政教学质量。

（六）构建“线上 + 线下”的授课模式，提升思政教学质量

线上教学具有较强的便捷性，突破课堂教学的时间和空间限

制，提升思政教学的有效性。与此同时，线上教学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比如，学生的体验感差，不能深入理解相应的思政课程。

为此，辅导员可以构建“线上 + 线下”的模式，让学生在线上学

习思政知识，在线下，进行思政课程实践，提升思政课程教学质量。

以“为敬老院服务”为例，辅导员可以组织学生在线上，讨

论相关事宜，并通过线上沟通的方式，联系敬老院，以及商定具

体的服务事宜。与此同时，辅导员可以让学生在线下，开展相应

的服务工作，真正发挥“线上”与“线下”的合力，让学生在为

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真正懂得付出的意义，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

真正发挥思政教学的质量。除此之外，辅导员可以让学生在“线上”，

发表关于此次实践活动的看法，并提出此次实践活动面临的问题，

为下一次实践活动的开展，积累宝贵的建议，提升学生综合实践

能力。

四、结语

总而言之，“互联网 +”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也对学生的思想建设具有双面的塑造作用。这也对辅导员思政工

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阻碍。为此，辅导员在实际的思政教学中，

需要了解“互联网 +”的优势，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了解思政

课程的内容，并从个人角度入手，进行相应观念的改变，真正构

建辅导员思维与上述三点的连接，打造具有时效的思政课程，促

进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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