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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高校辅导员注重沟通艺术，可以带来更好的工作效果。比如说，“解决学生心理困惑”、“修正学生

行为模式”、“拉近辅导员与学生的距离”等，这些都可以通过沟通来实现。本文主要围绕“沟通艺术对高校辅导员思想

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高校辅导员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沟通问题”、“高校辅导员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沟通技巧”

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从沟通出发，分析如何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希望通过良好的沟通技巧，进一步提升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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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辅导员需要与学生进行多频次沟
通，以沟通化解问题，以沟通关怀学生，以沟通指导学生不断
进步。因此，高校辅导员要极其重视个人沟通能力，突出沟通
环节的艺术性。目前，在沟通环节，高校辅导员存在的不足，
主要表现为：“盲目进行批评说教”、“传达的信息不清晰”、
“缺乏基本的同理心”。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其实就是优化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

1、沟通艺术对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1.1  解决学生心理困惑
讲究沟通艺术，可以循序渐进地打开学生内心，解决学

生心理困惑。比如说，当学生遇到特别兴奋的事情，或者，
当学生取得特别大的进步时，可能会变得浮躁起来，迫切想
要得到外界回应。一旦得不到外界回应，学生会失落。在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中，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这个时候，通过有
效沟通，辅导员既可以回应学生，也可以提醒学生，让学生
放平心态。再比如说，当学生遇到特别大的挫折，或者，周
围人都不理解学生时，学生可能会陷入消极、自卑的情绪 [1]，
拒绝与其他人社交。这个时候，以沟通为渠道，高校辅导员
可以慢慢走进学生内心，帮助学生调节心理状态，引导学生
乐观面对生活。

1.2  修正学生行为模式
及时、有效的沟通，可以修正学生行为模式，让学生朝着

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行。比如说，在学习上，有些学生对待学习
不够认真，不愿意参与艰苦的实践，不愿意深入市场一线。如
果辅导员及时出现，以沟通的方式，渗透一些先进的思政理念，
如：“坚持不懈”、“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等，可以起
到一定警醒作用，逐渐调整学生学习模式。再比如说，在生活
上，有些学生过于注重个人得失，没有为朋友真诚付出的胸怀，
没有为集体无私奉献的精神 [2]。这个时候，高校辅导员也可以
及时出现，与学生进行深度沟通，落实“集体主义教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让学生从过度利己主义中走出来。

1.3  拉近辅导员与学生的距离
对高校辅导员来说，沟通可以传递关怀、传递信任。比如说，

在良好的沟通氛围中，高校辅导员可以传递关怀，带给学生亲
切感，让学生乐于表达、倾听，发自内心地认可辅导员输出的
各种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部署，会更加
顺利、高效。除此之外，通过友好沟通，高校辅导员还可以一
步步了解学生，站在学生视角规划思想政治工作，让越来越多
学生认可思想政治工作，认可辅导员的各项安排。这样一来，
当学生遇到疑难问题，或者，当学生需要外界帮助时，学生会
第一时间想到自己的辅导员 [3]。久而久之，高校辅导员会真正
融入学生生活，获得学生信任，影响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

2、高校辅导员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沟通问题

2.1  盲目进行批评说教
与学生沟通的过程中，高校辅导员可能会走进一些误区。

比如说，只注重自己说，不注重学生反馈。这种沟通，表面上
看起来是双方在沟通，实际上只是辅导员一个人在输出，学生
并没有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也没有认可辅导员输出的观点。
久而久之，学生可能会失去沟通意愿。再比如说，只注重批评，
不注重鼓励。虽然学生身上会暴露出一些学习问题、心理问题，
但辅导员要多角度看待这些问题。有些高校辅导员采用的沟通
模式，基本上等同于批评模式，学生很难听进去，甚至会产生
抵触情绪。如何将“批评式沟通”转换为“鼓励式沟通”[4]，
这是高校辅导员要思考的问题。

2.2  传达的信息不清晰
在沟通问题的过程中，有些高校辅导员传达的信息非常不

清晰。具体来说，在“沟通目的”上，有些辅导员没有明确的
沟通目的，经常进行碎片化、临时性沟通，让学生丝毫感受不
到沟通的意义。对于学生来说，这样的辅导员，只能作为一个
生活中的朋友，不能成为学习道路上的引导者。除此之外，在“沟
通内容”上，有些辅导员也没有表达清楚。比如说，学习党史
知识之后，辅导员希望学生策划一个活动，但不告诉学生具体
要求、具体标准，以及学校可以提供的支持，学生根本不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样的沟通，可以称之为无效沟通 [5]。要想
让学生积极配合学校的各项安排，辅导员要尽量避免这种无效
沟通。

2.3  缺乏基本的同理心
为什么有些学生不愿意与高校辅导员沟通？这与高校辅导

员的同理心有一定关系。具体来说，在“思考角度”上，有些
高校辅导员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没有考虑过学生是否
感兴趣，也没有考虑过学生是否能接受。长此以往，学生会觉
得辅导员过于“主观”，不愿意走近辅导员。而且，在“沟通
模式”上，有些高校辅导员与学生沟通问题时，主要采取“就
事论事”、“开门见山”的模式，完全没有考虑过学生感受。
即使是学生不愿意触碰的痛苦回忆，辅导员也没有换一种更婉
转的方式进行沟通 [6]。这样的沟通，虽然可以传达明确的信息，
但是没有任何温度，很容易受到学生排斥。

3、高校辅导员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沟通技巧

3.1  注意观察与倾听
为了避免走进沟通误区，高校辅导员要注意观察与倾听。

具体来说，与学生沟通时，高校辅导员不能盲目进行批评说教，
要认真观察学生，根据学生反馈，调整沟通内容、沟通方式。
比如说，有些学生思政考试不及格，当辅导员问：“你这次思
政考试不及格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辅导员要细心观察学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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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如果学生直接说出原因，辅导员可以根据原因来继续沟通。
如果学生吞吞吐吐，难以说出真实原因，辅导员可以换一种方
式：“我发现你课后经常去兼职，非常努力，是不是这一次没
有协调好学习与兼职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沟通，倾注了辅导
员的个人观察，有利于获得学生认可。除此之外，高校辅导员
还要注重倾听，当学生说：“是的，我最近忙于兼职”，辅导
员可以点点头，表示理解 [7]，然后让学生继续说兼职问题。这
样的沟通，有利于学生倾诉问题、走出困境。

3.2  传达清晰的信息
与学生沟通的过程中，高校辅导员要清晰地表达信息。比

如说，在“沟通目的”上，关于学生旷课问题，辅导员可以说：
“这个月，你一共旷课 8 次，各科教师都非常关注。今天找你来，
主要想和你沟通下这个问题。”这样的表述，学生可以快速明
白沟通目的，并且意识到自己旷课的次数、消极影响，有意识
地进行改正。再比如说，在“沟通内容”上，高校辅导员也要
清晰地表达。以“党史活动策划”为例，辅导员要通过沟通环节，
告诉学生时间、地点、主题，以及学校可以提供的各项支持，
指导学生一步步展开活动策划。在信息传达非常清晰的情况下，
更容易达成有效沟通 [8]。

3.3  始终秉持同理心
在沟通过程中，高校辅导员要始终秉持同理心。如何理解

这种同理心？在“思考角度”上，高校辅导员要立足学生视角，
了解学生的兴趣与需求。比如说，开发线上思政学习平台时，

辅导员可以说：“学校要开发一个线上思政学习平台，供学生
搜集资料、交流意见、模拟实训，你有什么想法？”这样一来，
学生以沟通的方式，已经参与到平台开发中。在“沟通模式”上，
高校辅导员要注意沟通的温度。比如说，关于学生思政实习问
题，辅导员可以说：“你人这么帅，知道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吗？
女孩子都在企业里实习，都等着你一带一，你还不行动？”这
样的沟通模式，以幽默化解尴尬，可以很婉转地提醒学生，让
学生感受到辅导员的关心。

4、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辅导员与学生的日常相处中，讲究沟通
艺术，确实可以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最终质量。具体
来说，高校辅导员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加强：

（1）注意观察与倾听；
（2）传达清晰的信息；
（3）始终秉持同理心。

除此之外，高校辅导员还要注重个人学习，从文化层面、
艺术层面，加强个人综合素养，提高个人表达能力，通过清晰、
流畅、具有文化底蕴的表达，与学生达成有效沟通，让学生发
自内心地认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并愿意积极参与各项思想政
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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