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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下的高校辅导员学生工作探讨

段栋文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泸州　646300

摘　要：在互联网时代，高校学生和辅导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频率并不高，与部分辅导员的学生工作意识和服务管

理思维观念存在一定偏差有关。很多高校大学生并不能理性判断互联网中的潜在安全隐患，高校辅导员则需要从更

多实际案例入手，着重提升互联网思维，才能够逐步提升学生工作质量。本文将着重探讨互联网思维下的高校辅导

员学生工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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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era,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nd counselors are not very frequent. 
It is related to the deviation of students’ work consciousness and service management thinking concepts in some counselors. 
Many college students are not able to rationally judge the potential security risks on the Internet. College counselors need to 
start with more practical cases and focus on improving Internet thinking to gradu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work.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Internet thinking of college counselors’ student work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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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全育人等新型教育理念的背景下，高校辅导员

需要及时正视自身管理和服务职能，才能够合理运用互

联网思维为高校学生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等相关工作。

但是部分高校辅导员并不能及时预警在校学生，对互联

网思维的认知和理解存在一定偏差，因此会间接浪费较

多时间和精力在训诫学生等工作层面之上，非常容易招

致高校学生的反感和抵触。

一、互联网思维概述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很多高校学生并不能客

观看待此类言论，很容易陷入互联网游戏和社交媒体平

台之中，逐步降低了专业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互联网

思维，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和网络空间的思想碰撞形态 [1]，

很多高校学生所能够接触的互联网技术非常广泛，还能

够在“言论自由”的网络空间畅所欲言，但是也容易忽

略部分互联网言论的真实性，对部分社交网络空间中的

不实言论并不敏感，非常容易被带节奏，逐步失去主观

判断能力。互联网思维需要借助于不同互联网技术平台

和信息传播模式，才能够逐步拓展互联网技术和信息传

播渠道，还需要将互联网思维与本专业教学内容进行有

效融合，才能够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的独特应用优势 [2]。

互联网思维更加偏重于信息资源的传播主体和受众客

体，因此高校学生管理人员需要深入探究互联网思维和

多元化互联网技术平台之间的关联性，需要选用更适合

大学生年龄段的沟通方式，才能够将高校学生的所见所

感与日常学习生活经验相结合，逐步提升高校各项育人

工作效率和育人质量。

二、高校辅导员学生工作开展存在的不足

2.1 管理与服务存在冲突和矛盾

在高校辅导员的学生工作体系中，管理工作和服务

工作是相互独立的，因此部分高校辅导员的学生工作进

程非常缓慢，与管理服务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等现象有

关。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和网络时代中，高校辅导员需要

衔接高校和学生群体，将信息服务和思想政治管理等不

同工作内容进行稳定过渡 [3]。但是很多高校辅导员在与

学生进行沟通和互动的过程中，并不能深入理解学生工

作的本质，学生管理方法和服务理念滞后，因此并不能

全面贯彻落实以生为本的高校育人宗旨。高校辅导员的

自身学历水平基本高于本科生，但是在实际开展学生工

作的过程中，只能够依据原有的工作经验，并不能深入

挖掘互联网时代中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表现是

否存在较多偏差 [4]。学生管理和学生服务的工作方向有

一定差异，但是整体学生工作观念需要以生为本，才能

够逐步呈现出三全育人教育理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高

校辅导员在开展各项学生工作的过程中，往往会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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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教育者的角色，学生管理和服务效果并不显著，管

理和服务观念存在一定冲突。

2.2 批评多于激励

在很多高校辅导员开展学生工作的过程中，并不能

注重方式方法，批评多于激励，因此并不能最大限度激

发和提升在校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和自律性，还容易引

发冲突和矛盾等问题。部分高校大学生的家庭关系和家

庭教育并不尽如人意，若高校辅导员盲目选用批评的教

育方式，则会起到反作用，还容易让高校学生产生轻生

等极端的想法。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中，网络信息资源的

多元性特征，能够集中体现高校在校大学生的思想观念

变化趋势，若高校辅导员抑制大学生的言论自由，则会

出现较为极端的言论和行为表现，对高校内部舆论的引

导工作产生负面影响。批评多于激励，是很多高校辅导

员教师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并且还会产生较多负面社

会舆论。在传统的高校学生教育体系和工作模式之中，

批评和激励都能够协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

惯，但是需要熟练掌握批评和激励尺度，才能够避免伤

害到学生们的自尊心 [5]。部分高校辅导员教师只能够听

取一面之词，并不能从学生的视角探析异常行为表现背

后的原因，盲目批评多于激励，因此并不能形成良性的

信息反馈机制，不利于开展学生工作。

2.3 缺乏尊重意识

由于高校辅导员需要衔接高校和学生群体，因此需

要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才能够逐步提升高校学生工作

质量和三全育人效率，还需要结合不同学科专业的人才

培养方案，协助学生制定专业学习计划和职业发展规划

等内容，从思想、学习生活以及专业发展等不同层面快

速界定学生管理和服务工作的相关实施内容。但是部分

高校辅导员普遍缺乏尊重意识，对不同学科专业学生的

学习进度和职业能力发展情况并不关注，并不能协助学

生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发展目标。部分高校辅

导员教师在全面开展信息共享等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普

遍缺乏尊重意识，并不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还会对

其他学校工作进展产生负面影响。高校辅导员的学生工

作比较琐碎和复杂，若缺乏尊重意识，则会将辅导员的

学生工作内容局限在某一个层面之上，与学生群体之间

的互动和沟通交流进程更加缓慢。

三、高校辅导员学生工作的主要内容

3.1 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

高校辅导员需要成为学生思想的引路人、学业导师、

心灵导师以及职业规划师，因此高校辅导员需要身兼多

职，才能够逐步提高在校学生的思想觉悟，还能够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与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进行有效

衔接，从不同专业学科的长远化发展角度，协助和引导

学生快速理解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质和实践应

用价值。高校辅导员需要在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过程中，

逐步挖掘互联网时代中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自律性

是否存在较大偏差，还需要为学生们提供差异化和多元

化的自主学习与职业发展规划等内容。部分高校大学生

非常容易满足于现状，此时高校辅导员需要在充分尊重

学生自主意愿的基础之上，深层次挖掘学生心理层面上

的真实需求，还需要对高校学生工作的成功案例进行创

新解读，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从而逐步提升高校学生

工作效率，但是需要客观评估不同学科专业学生在参与

高校育人环节中的重要性，避免因小失大抑制学生的天

性。

3.2 促进学生生活状态的改变

在互联网时代，高校辅导员和不同专业班主任教师，

需要协同促进高校学生生活状态的改变，倡导张弛有度

的学习和生活节奏，才能够逐步提升高校学生的专业学

习质量和生活自律性。很多高校学生在进入高校进行生

活和学习的初期，普遍存在较多不适应的情况，因此高

校辅导员和班主任教师需要及时沟通和协调新生和老生

之间的互动频率，有效促进学生生活状态的改变，集中

纠正本科生的不良生活习惯，引导学生逐步形成规律的

作息和生活娱乐习惯。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很多高校

大学生能够接触更多网络信息资源，还能够将其渗透在

日常学习和生活模式之中，但是很容易沉溺于网络游戏

和社交网络软件之中，松懈了专业学习和规律作息。因

此高校辅导员和班主任教师需要有序引导在校学生形成

较为规律的作息，协助学生合理规划学习和娱乐生活时

间，在张弛有度的基础之上，逐步塑造全新的高校学生

精神面貌。

3.3 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

在互联网时代，高校辅导员还需要重点培养高校学

生的安全意识，例如实验室安全、住宿环境安全、人际

交往安全、网络信息安全以及个人隐私安全等不同教育

层面，都能够直接影响到当代大学生对互联网技术和社

交媒体平台的认知和理解层次。高校辅导员教师在重点

培养学生安全意识的过程中，需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才能够从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中全面总结经验和教训，

辅导员也能够成为学生群体的朋友，在畅所欲言的过程

中，逐步拉近辅导员和学生之间的情感距离。互联网是

一把双刃剑，因此需要切实让大学生感受到较多安全风

险和威胁，才能够认真对待不同学习和生活层面上隐藏

的安全隐患因素。部分高校大学生对日常学习和生活形

式并不重视，在社交网络空间中的部分言论并不切合实

际，从而严重影响到高校局域网的内部信息和环境安全。

高校辅导员需要对比分析不同学生工作案例，对不同专

业学生所反馈的信息进行集中整理，着重培养学生群体

的安全意识和危机意识。

四、互联网思维下高校辅导员学生工作的创新策略

4.1 提升互联网思维观念

在互联网时代，高校辅导员需要逐步提升互联网思

维观念，对不同时政信息和社会新闻进行创新解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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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协同开展学生管理和服务等相关工作。部分高校辅

导员教师会将微博、QQ 以及微信等不同社交软件作为

信息共享和传播的主要渠道，在精准定位自身工作角色

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不同专业学生的自主意愿，但是需

要慎重选用批评教育措施，以免形成对立的教育教学态

势。在实时变化的互联网技术平台中，不同言论信息的

传播主体都集中在大学生群体之中，因此高校辅导员需

要协同班主任教师，在逐步提升互联网思维观念的基础

之上，逐步引导和鼓励学生理解掌握政治正确的实践应

用价值，充分尊重大学生群体之间存在的价值观差异和

思维观念差异。高校辅导员教师需要合理运用互联网技

术资源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创新解读不同专业大学生在

网络空间中的言论和行为表现是否存在较多异常。

4.2 科学制定管理和服务方法

在互联网时代中，高校辅导员需要科学制定管理和

服务方法，才能够避免出现对立的教育角色，还需要注

重大学生群体的异常思想观念和行为表现，关心本专业

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进度，及时与学生群体进行对话

和沟通交流，才能够逐步提升学生工作质量。尤其在特

定时期例如期中期末和寒暑假中，高校辅导员教师不能

够将自身当成传话筒，才能够与学生们共同探讨学习和

生活中共同遇到的难题和挫折，在开导学生的过程中，

还能够协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和积极正能量的学习生

活观念。部分学生在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之后，从心理

和生理层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此时高校辅导员需要

及时关心学生的异常情况，及时拉近与学生之间的情感

距离。高校辅导员在执行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过程中，需

要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和言论自由，避免顾此失彼，影

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4.3 利用互联网这把双刃剑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互联网时代中，高校辅导员需要具备较强的互联

网思维，才能够合理利用互联网技术这把双刃剑，针对

性提升大学生们都综合素质水平，还能协同班主任教

师重点挖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就业创业观，合理

运用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将信息传达渠道进

行科学拓展。部分高校大学生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快速判

断和识别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优势和潜在的安全隐患，因

此高校辅导员需要集中整合较多反诈案例和信息安全案

例，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到线上和线下讨论环节之中，

间接强化当代大学生的互联网技术应用意识和信息素养

能力。但是高校辅导员教师需要客观研读学生的言论发

表动因，其内心思想观念和心理需求相关联，不同学科

专业的大学生，其在实际面临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心

理层面的变化趋势并不完全可控，因此需要合理运用互

联网技术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4.4 将学生管理和互联网安全有机融合

在互联网时代中，高校辅导员需要将学生管理和互

联网安全有机融合在一起，才能够从更多现实案例入手，

逐步增强当代大学生的个人隐私保护意识和网络安全意

识。高校辅导员需要具备更加全面的互联网思维，充分

重视大学生群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言论自由状态，但

是不能够单纯在群里推送校园公众号的各类文章，其阅

读量也会显著降低。高校辅导员在实施学生管理工作的

过程中，需要充分注重安全意识的渗透和引申，才能够

将学生管理措施与互联网安全管理层面有机融合在一

起。高校辅导员需要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尽量采用扁

平化的信息传递模式，有效缩短学生和辅导员之间的沟

通距离，还能够逐步拉近与学生群体之间的情感距离。

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与互联网安全有机融合，则需要从

安全应用软件、安全意识、法律法规意识等不同层面进

行逐步渗透。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思维模式中，高校辅导员的学

生工作需要呈现系统化和综合化等特点，因此需要将学

生日常管理工作和互联网中的信息咨询服务工作有机融

合，才能够逐步提升当代高校学生的思想引导效果，还

需要贴合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内容，保障辅导员和学

生群体之间沟通渠道是畅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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