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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关于主题班会的研究文献不少。李春山、王巧玲

（2013）指出，辅导员要加强主题班会的设计，注重主题班会

的有效性安排，增强主题班会的针对性和创新性，精选班会主

题与形式，促进主题班会的精细化实施[1]。游爱娇、 赖文军

（2015）指出，要加强主体班会的创新性以提高主题班会的实

效性，针对一些主题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加强

集体讨论、情感互动、总结汇报、素质拓展等，有效地发挥

主题班会的德育功能[2]。陈建林（20 1 9）指出，主题班会要

结合学生的身心特点、成长需求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结

合时代背景和学生成人成才需求精心设计和策划，有效地促成学

校的以德育人目标[3]。牛建强（20 1 6）指出，高校辅导员需

要通过主题班会设计的不断优化，主要从主题班会的主题选择、

实施形式、实施流程、组织保障等来进行主题班会的设计，以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4]。已有的文献主要从高校主题

班会的优化设计及效果提升来进行研究，为本文研究新媒体时代

民办高校辅导员做好主题班会的策略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1  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辅导员做好主题班会的重要价值

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辅导员做好主题班会具有重要的价值与

意义，一方面可以发挥主题班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另一方面

可以系统性地提升民办高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1.1发挥主题班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进入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人生

观和价值观都受到了网络信息的影响，新媒体时代的民办高校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全新的挑战，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更大[5]。民办高校传统的主题班会难以满

足新时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德育工作的新需求，因此，民

办高校辅导员要创新主题班会形式，有针对性、有计划、有特色

地开展主体班会活动，促进班级文化建设，有效地发挥主题班会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1.2系统性地提升民办高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辅导员可以实时观测到学生的思想动

态和行为动向。民办高校辅导员加强主题班会建设，针对学生的

心理困惑、人生疑惑、职业迷茫、人际交往与人际障碍、就业形

势等方面的问题，开展特色课程化的主题班会，系统性设计主题

班会内容，加快课程化的主题班会建设，打造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师生交流、生生交流互动平台，有计划、有目标、有实施

路径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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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辅导员主题班会的现状及其存在

的问题

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辅导员主题班会每周都会召开，主题班

会的内容大同小异，主题班会作为民办高校辅导员与学生的有效

沟通一个平台，不仅是民办高校辅导员给学生传输理念和思想的

平台，也是民办高校辅导员与学生友好互动、讨论班级事务、

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空间，促进民办高校辅导员和学生之间的互

动交流、情感升华，但是，在现实中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辅导

员主题班会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2.1主题班会内容与形式单一

民办高校辅导员开展主题班会的内容与形式单一[6]。民办高

校辅导员在开展主题班会可能会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班级学生出现

的各类问题进行梳理，并针对这些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教

育，使得主题班会变成了针对个别学生的批评会，适得其反，

不但不能发挥主题班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效，甚至激发一些学生

的逆反心理，难以达成主题班会的真实目标。

2.2主题班会学生的参与性较差

民办高校一些辅导员沿袭过去传统的一些主题班会方式，主

要是辅导员讲授，训导式地对学生进行思想灌输，对学生提出期

待和要求，并没有让学生参与讨论，可能出现教师在台上讲、学

生在台下闹的情形，学生对于主题班会的配合度较低，学生在主

题班会中的参与性较差。

2.3主题班会的实效性薄弱

民办高校一些辅导员在开展主题班会时，形式虽然不断丰

富，但是与学生产生的共鸣比较少，学生难以在各类主题班会的

认知中产生激烈的反应，学生与辅导员之间没有形成有效地互动，

民办高校辅导员给学生灌输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理想

与信念教育、行为养成与素养教育、安全与生命教育、法制教育

等，缺乏情景性设计，学生的体验感不足，难以提升主题班会的

实效性。

3  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辅导员主题班会存在问题的原因

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辅导员主题班会存在问题的原因在于民

办高校辅导员对于主题班会的重视不够，民办高校辅导员对于主

题班会虽然每周都会召开，但是对于主题班会没有较多的时间和

精力投入；民办高校辅导员缺乏主题班会的创新意识，沿用比较

传统的主题班会方式，对于主题班会的手段创新不足，没有丰富

主题班会的形式和载体；同时民办高校辅导员对于主题班会缺乏

优化设计，对于主题班会的主题、意义、目标不明确，对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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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会的流程不清晰，缺乏对于主题班会的系统化规划和设计，

难以形成课程化的主题班会体系，无法达成主题班会的实效性。

4  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辅导员做好主题班会的策略

在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辅导员要注重策略应用来做好主题

班会，创新主题班会的内容，增强学生参与主题班会的主体

性，促进主题班会模式多元化，实施活动体验型主题班会等。

4.1创新主题班会的内容

民办高校辅导员开展主题班会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爱国主义教

育、学风建设、劳动教育、感恩教育、人际关系教育、安全

教育、突发事件、学业规划、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等方面的思

想政治教育主题[7]。随着时代的发展，民办高校大学生有其自

身的个性和思想政治领域新需求，因此，民办高校辅导员需要

不断创新主题班会的内容，针对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思想问

题开展有针对性的主题班会教育，赢得学生的信任和支持。

4.2增强学生参与主题班会的主体性

民办高校辅导员要通过网络平台锁定班级意见领袖，通过班

级意见领袖的需求、他们关注的话题来设置一些主题班会的议

题，让班级学生对身边的事情、周边的人物、社会热点产生兴

趣，增强学生参与主题班会的主体性，鼓励学生自己寻找班会

主题，自己策划主题班会的流程和活动，提升学生在主题班会

中的主人翁地位，增强学生在主题班会中的参与性和体验感[8]。

4.3促进主题班会模式多元化

民办高校的主题班会主要以辅导员为主题，辅导员在每周日

晚上选择一定时间给学生进行主题班会教育，随着新媒体时代的

到来，民办高校辅导员要借助新媒体促进主题班会模式多元化，

建立网络空间的主题班会，通过网络资源平台建立辅导员与学生

的思想交流平台；同时，民办高校辅导员要关注网络舆论，通

过网络平台由学生的网络意见领袖向学生传递社会的主流价值

观，增强主题班会在网络空间对于学生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4.4开展活动体验型主题班会

民办高校辅导员在开展主题班会的形式主要是讲授式，可以

增加探索性、体验型的主体班会活动，通过主题班会体验活

动，注重学生的参与和体验，帮助学生生成良好的行为素养和

品德，在特色小活动中培育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

5  结论

总而言之，进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已经民办高校大学生

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因此，民办高校辅导员需要充分发挥新媒

体平台的作用，有效地利用新媒体，开拓主题班会的网络空间，

增强新媒体对于主题班会的实效性，从而增加民办高校主题班会

的水平，达成主题班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以德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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