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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晚点名制度是学校加强教育管理，也是对学生进行教育与引

导的一种制度。经过实践调查，发现很多院校的晚点名制度基
本上都是大同小异，没有特色，也没有针对性。统一的晚点名
制度，难以满足不同年级学生的教育管理需求。因此，学校还
需从学生出发，依据不同年级学生特征，对晚点名制度的内容
进行优化和完善，使其制度的内容能够更具针对性，能够为学
校以及教师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更好的服务。下面笔者将以本科
大学各个年级为例，阐述不同年级的特征以及晚点名制度内容的
侧重点。

1  大一阶段晚点名内容及形式
刚刚经历过高考的大一新生，迈入新的校园和学习环境，

还需逐渐适应。因此，在此阶段学校应注重适应性教育[1]。在
这一时期，大学生可能会很苦恼、迷茫，离开了最好的朋友，
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很多问题都需要自行解决与面对。因此，
晚点名应贯穿到大一学期的始终，且晚点名的内容应以适应性教
育为主要内容。

作为大学的辅导员应帮助大一新生逐渐适应大学生活，让大
一新生能够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能够学会自
我管理，尝试去化解心中的情绪，变得更加独立自主。同时，在
大一学期，大学生处于迷茫期，开始质疑自身专业的就业问题。因
此，很多大一学生在一时期开始陷入自我怀疑、陷入迷茫、也开
始变得随波逐流，在课余时间不积极自己，反而更注重享乐。因
此，在一时期，晚点名的内容也要侧重于学风建设方面，让大一
学生了解此专业的就业前景，为其指引方向，也让其意识大学期
间同样不能放松警惕，应积极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升自己。

传统的晚点名是由辅导员主持，以清理学生人数为主要目的，
但这并不能激发学生对晚点名的正确认识，不利于后期晚点名制
度的管理。因此在学生大一阶段，我们需要提高学生对于晚点名
的重视程度，激发学生们对晚点名的参与度。从形式上改变传统
的“由辅导员来说”，更改为“由学生来分享”，让学生敢于上台，
分享故事。

2  大二阶段晚点名制度管理
经历了大学一年级的生活，大学生已经适应了大学生活，

也与舍友建立了友谊，与班级中的同学关系更近一步[2]。因此，
在这一阶段，大学生在学习上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变得愈发懒
惰，开始享受大学时光的惬意。由于大学的管理较为松散，很多
大学生开始在课堂上睡觉、打游戏，甚至直接不来上课。因此，大
二时期的晚点名内容，应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心态，让大学生
能够对专业学习有正确的认知，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

在大二时期，辅导员可以利用在晚点名班会时间，帮助大
学生梳理职业规划。通过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分析及了解，确定
个人短期目标及长期规划，同时制定出对应的措施。让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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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意识到当初所选这个专业的初衷，以后要从事哪方面的工
作，要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唤起大学生的学习欲望，让其
能够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断的丰富自身的专业
知识积累，明确其努力的方向，不荒废大学时光。目标的确定不仅
能够帮助学生快速成长，同时还可以有效管理班级学风建设。

大二年级的晚点名中形式上应注重典型案例的分析及经验的
分享。辅导员老师可以分类邀请考研考公及就业成功的学长学姐
演讲式的分享交流，通过经验及学习方法的交流，一方面让学生
对目标制定不迷茫，另一方面能够以优秀典型为榜样、树立信心。
与此同时，辅导员应分专题对于创新创业大赛、各类荣誉资格证
书等对于大学生的重要性，让学生能够有认知。

3  大三以及大四阶段
大三以及大四年级的学生，距离实习期以及毕业期的日子越

来越近，大学生的心中既有担忧，也有向往[3]。现实的就业压
力和竞争让学生更加迷茫。在这一时期，积累了一定的专业知识，
个人和集体荣誉感较低；对于宿舍和班级中的人际关系，也基本
趋于固定化，对于与其志趣相投的人关系则会更加亲近，而对于
其他的同学，则不会与其进行深交；对于实习，大学生们则既期
待又忐忑。因此，这一时期的晚点名内容应以就业指导和思想政
治教育为主。

辅导员在这一时期的晚点名中可以融入就业指导以及未来规
划方面的内容，对于考研升学的同学，辅导员可以为其分析深造
的方向，以及深造的具体方法和路径。对于想要参加实习，尽快
参与工作的大学生，辅导员可以加强对大学生职业发展规划的指
导，需增强大学生的紧迫感，以及求职安全常识励。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的引入，是培养大学生优秀品德、高尚情操以及职业素养
的有效途径，能够帮助其成为德艺双馨的优秀大学生。

4  结语
综上所述，完善学生晚点名制度是创新各年级教育管理的有

效途径。晚点名内容与制度，应与学生年级特征以及学生在不同
年级的表现相符。唯有如此，才能将晚点名制度的作用充分发挥，
才能进一步的提升各年级教育管理的水平，为各年级的学生的学
习和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与支持。因此，各个院校还需结合学校
各个年级学生的阶段特征和表现对晚点名制度和内容进行不断的
优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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