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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在以往高校辅导员工作中存在一定问题，主要在于高校辅导

员对自身角色认知有偏差，未能有清晰的定位，导致辅导员工

作中的育人功能被抑制，针对这种现象，理清高校辅导员的角

色，精准定位，加强专业技能发展，意义重大。

1　大思政的内涵与重要性

首先来看“大思政”的内涵，其核心内涵是“一体化领

导、专业化运行、协同化育人”构建以思政课程教师、辅导

员、其他课程教师于一体的思政系统框架，教师之间协同教

育，推行专业的教育措施，让高校的思政教育更加先进，更有

层次，更能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三观，培育出优异的人才。

其次分析大思政的重要性，要从两反面分析，一方面是思

政的迫切性，当前社会大环境并不良好，存在不少不文明现象

和糟粕文化，诸如拜金主义、奢华主义、攀比思想、功利性

思想、扭曲的美丑观念等，这些对学生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

响，可以说当前时代思政教育要更加紧迫才行，而从第二个方

面分析，以往高校思政教育未能构成完善体系，各科教师以及

辅导员各自为战，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进而影响到了思政育

人的时效性，构建大思政体系，拧成一股绳，会有效增进思政教

育的有效性。

2　以往辅导员思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辅导员认知存在偏差

一些辅导员认知存在偏差，因为辅导员没有任课，因此只看

到辅导员身上的管理角色，单纯的认为辅导员只是名义上有教师

的称号，实际上却只是“保姆”的角色，其实并非如此，学生的

日常生活、学习动态和生活动态等等都需要辅导员加强管理，这

些工作琐碎但同样重要，并且还要不断给学生渗透思政工作，培

养学生优秀的三观和人格，可以说知识教育和思政教育同样重要。

2.2辅导员教育未能向思政靠拢

辅导员是学生接触比较多的教师，时常与学生沟通交流，时

常带领学生参加活动的，处理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但

相应的，辅导员教育却未能向思政教育靠拢，在日常管理中未能

及时渗透思政教育，虽然帮助学生解决了问题，但没有让学生因

此获得经验，未能起到培养学生优秀三观的作用。

3　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

3.1日常管理者

在高校教育中，因为各科教师往往将重点放在教学方面，而

且班级杂乱，只有辅导员能构建起以班级为单位的日常管理体系，

辅导员作为学生的日常管理者，需要深入学生群体，积极了解学

生群体的学习动态和生活动态，并且其中不断渗透思政教育，包

括学生的请假、宿舍管理、晚自习管理、资助管理、参加活动、校

外住宿、走读、纪律遵守情况、帮助学生签订三方就业协议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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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默化的渗透思政教育，培养出更加优异的人才。

而在信息时代下，也需要积极看待网络教育主阵地，高校辅

导员通过网络来开展班级管理工作将更加方便、更加有效，同时

辅导员也可以将网络上的典型案例拿出来做专题讲解，开阔学生

眼界，培养学生的优秀三观。

3.2思政教育开展者

高校辅导员除了日常管理中潜移默化渗透思政理念外，也需

要开展一定量的大型思政教育活动，一般情况下规定每年不少于

50场次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主要形式有两个模块，一个是大型的

思政教育宣传会，组织学生学习，写总结报告，另外一个就是思

政活动，比如组织开展红歌演唱、主题演讲、思政辩论赛、校园

文化活动、校园体育竞赛等，在每个活动中渗透思政教育，例如

对校园贷事件，国家正在逐步清理不合理的P2P平台，辅导员组

建一次以此为主题的演讲会，引导学生说说自己的看法，再例如

前段时间出现的“长租公寓暴雷”事件，引导学生加以探究，分

清楚互联网金融和庞氏骗局的差别[1]。

3.3各方教育联系者

辅导员还是各方教育的联系者，比如在处理奖学金、助学

金等资助管理时，需要和财务部门建立联系，比如在查宿舍时，需

要和宿管建立联系，比如组织开展体育竞赛的时候，需要和学校

后勤系统建立间隙，可以说辅导员是学校的中坚力量，是各方教

育的联系者，起着桥梁作用，是“大思政”理念中不可分割的部

分，相应的，其他教师或教辅人员当有问题时，也会寻求辅导员

的帮助，与辅导员建立联系[2]。

3.4个别学生处理者

如果说第一点说的是整体性的管理，给学生加以人文关怀和

心理疏导，那么这一点就是个别案例的处理，辅导员构建学生学

习情况和生活情况的个人档案，及时更新数据，及时发现问题，对

其中薄弱点进行细致化的教育。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对大思政视域下，高校辅导员有着较强的育

人职责，辅导员认清楚自己身上的重点，明确自身角色，精准定

位，科学合理的开展工作，才能培育出更加优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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