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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环境下提升高校辅导员教育能力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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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高校辅导员作为

学生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面对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新形势，高校辅导员应紧紧抓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机遇，加强自身信息化建设，提升教育能力。在信息

化环境下，高校辅导员教育能力是辅导员在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支撑，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

节。文章从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出发，以“互联网+”为切入点，探讨如何通过加强自身信息化建

设、提升教育能力来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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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 To do a good job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
sities, things, times, and new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As the organizer, implementer and instructor of student work, college coun-
selors are the backbo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ace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situation of students’ work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counselors 
should seize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of “Internet +” technology, strengthen their own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ir educational ability. In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e educational ability of college counselors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counselors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a key link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urrent college counselors, this paper takes “Internet +”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discuss how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by strengthening their own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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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力军，

其教育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效果和质量。面对信息化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

的新形势和新要求，高校辅导员应积极转变教育理念，提

高信息素养，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方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随着信息化技术的

快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大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空间。网

络在给大学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多负面

影响，如网络安全意识淡薄、网络沉迷、网络违法犯罪等

问题。因此，高校辅导员需积极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环境

变化。

1　信息化环境下提升高校辅导员教育能力的阻碍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已经步入信息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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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技术在提高人类生活、工作效率的同时，也给社

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在高校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中。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使高校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在信息化环境下，

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

化。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

的教育，使大学生能够正确地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学习、交

流和娱乐活动，培养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1]。

1.1辅导员信息化能力不足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辅导员与大学生接触的媒介

越来越多，信息获取渠道越来越广，高校辅导员面临着更

多的机遇和挑战。由于缺乏对信息化技术的深入了解，辅

导员在日常工作中缺乏信息化意识，对网络信息资源缺乏

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有的辅导员受自身条件所限，缺乏

对信息技术的掌握和应用能力；有的辅导员由于知识结构

不够完善、工作经验不足等原因，对信息化环境下开展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缺乏了解，信息化教学资

源无法与传统教学资源有效整合；还有少数辅导员不熟悉

新媒体技术、不会使用新媒体平台等，制约了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1.2辅导员对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水平有待提高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信息化技术的应用程度直

接影响着教育效果。辅导员如果缺乏对信息技术的了解，

就会导致教育手段落后、教育效果不佳。在信息化环境

下，辅导员应具备的信息素养、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但

目前绝大多数辅导员对此缺乏足够认识，不能熟练使用计

算机和网络技术开展工作，也不会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此外，由于信息化教育资源的有限性

和个性化发展趋势，高校辅导员不能对学生的思想动态有

足够的了解和把握，教育方法较为单一，容易造成学生的

思想观念脱离实际、理想信念淡化等问题。

1.3辅导员管理模式缺乏创新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

遇，也带来了挑战。辅导员作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一线

人员，在信息化环境下应积极转变传统管理模式，创新管

理方法。但由于高校辅导员大多缺乏信息化知识和技能，

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管理方式传统单一，导致管理效

果不理想。如辅导员主要采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

教育方式，而现代信息技术具有交互性和开放性特征，通

过网络平台可与学生进行信息交互、情感交流和思想碰

撞，因此辅导员应主动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创新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内容。

1.4信息化条件下辅导员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发生了

变化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内容和

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高校辅导员要充分利用网

络资源，对学生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其次，辅导员要

运用新媒体技术来拓展工作渠道，丰富工作内容，改进工

作方式；最后，高校辅导员应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创新工

作方法，提升工作水平。但目前许多高校辅导员普遍存在

的问题是对信息化技术应用程度不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方法单一、教育理念较为落后等[2]。因此，要提升高校辅导

员的教育能力和水平，就必须在“互联网+”时代对其进行

深度开发和利用，提高信息化水平。

1.5信息化环境下的网络安全问题突出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

的重要空间，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交流情感、

进行社交。但由于高校辅导员对网络信息安全的认知不到

位，导致部分大学生出现了网络安全意识淡薄、个人隐私

泄露等问题，甚至造成了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因此，在

信息化环境下，辅导员应不断加强自身信息化素养，提升

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和处理能力，使高校大学生能够在

健康的网络环境中成长成才。

2　信息化环境下提升高校辅导员教育能力的有效路径

2.1“互联网+”与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有机融合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是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要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当前，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

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带来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挑战。面对新形势，高校辅导

员应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平台，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方

法，提升教育能力和水平。

2.2积极转变理念，适应信息化发展

高校辅导员在新时期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的转

变，首先要从“管理”转向“服务”，从传统的“教育”

转向新时代的“服务”，实现从单向灌输到双向互动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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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围绕培养什

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展开。

在这一过程中，高校辅导员应该积极转变教育理念，以学生

为中心，服务于学生成长成才。其次要从“单向”转向“互

动”。在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辅导员既是教

育者又是被教育者，应该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和作

用，做到教与学、管与服、情与理的高度统一，实现从传统

的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

2.3加强学习培训，增强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辅导员队伍面临着信息技术知

识不足、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强、信息素养不高等问题，亟

需加强学习培训，增强辅导员的信息素养[3]。一方面，高校

可定期组织辅导员参加国家教育部门、高校举办的各类信息

化建设培训活动，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掌握新媒体环境下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新手段，提升辅导员的信

息化水平。另一方面，高校应鼓励辅导员加强自身网络素养

和信息化建设能力的学习提升，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网络交

流活动，提升自身的网络技能和信息化建设能力，将先进技

术应用到工作实践中去。

2.4完善信息化管理体系，提升队伍管理水平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使信息的获取与传播更

加便捷，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校辅导员管理工作的模

式。但由于对互联网技术的不了解，导致一些高校辅导员在

进行管理工作时存在较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高校辅导员

要切实提高对信息化管理体系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信息观

念，努力适应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管理工作的新要求。首先，

要加强信息化管理体系建设。辅导员是高校学生工作队伍中

的重要力量，其队伍素质和水平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质量和成效[4]。在信息化环境下，加强辅导员队

伍建设是有效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力的重要保障，因

此需要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信息化建设。

2.5提升学生媒介素养，培养网络信息素养

高校辅导员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新媒体技术，建立辅

导员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在这些自媒体平台上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习惯和特

点，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可以利用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推送政治理论学习、时事热点

等文章[5]。

3　结语

在信息化环境下，高校辅导员应不断更新教育理念、丰

富教育手段、改进教育方法，全面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与能

力，努力实现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度融合。为此，

高校辅导员要通过构建网络交流平台、拓展网络教育空间、

推动网络文化建设等路径来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利

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进而提升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时代高校辅导

员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在

构建信息化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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