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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网络时代的大学生日常生活管理 1

1、“手机党”的课堂

宿舍、餐厅、教室、校园是大学生主要的几个活动

场域，而这几处几乎随处可见学生手拿手机，步履缓慢，

低头浏览网上信息、打游戏、聊天……，手机成了大学

生校园生活的主要消遣，而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对手机

的超时使用，使得学生不分场合玩手机，导致课堂学习

状态不佳，效率低下，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上交作业

都来源于网络下载，动手操作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都面

临停滞或退化的风险。“手机党”成了高校课堂的普遍构

成人群。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直接管理者，应当重视这

一课堂现象，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维护高校课堂

的秩序，保证高校学生的课堂质量。

辅导员可以总结反馈学生上课情况，联合学校倡导

建立规范的校园学习风气，合理拟定高校课堂规范去规

范学生的课堂行为，实施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

本着尊重学生，维护学生利益的原则，让学生自愿配合

学校及教师开展工作。辅导员开展课堂管理工作的过程

中要始终遵循规范化、人性化、服务性、先进性原则 [1]。

2018 年 6 月 21，教育部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

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特别指出当下大学课堂在内容和形

式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今后的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

应当重视此类问题，适当为大学生“增负”，把“水课”

打造成具有一定挑战度的“金课”。课堂的形式不仅指教

师授课的形式，还有课堂本身的外在形式，学生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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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环境也是重要的形式，要想完成高质量的“金课”，

应当格外注重营造良好的课堂环境。可采取一些行之有

效的方式，如课前五分钟上交个人手机，放入学校提供

的“手机袋”中，下课时间方可取回。再如，学校可在

教室安装信号屏蔽系统，降低学生的手机使用率，尤其

是打游戏、听音乐、刷视频等影响课堂听课质量的娱乐

行为。

2、混淆虚拟与现实

手机的高频使用，使得大学生群体变成标准的“手

机党”，借助互联网交流信息，网购、网聊，几乎将一天

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由此，网络

世界多了一群“键盘侠”，许多学生在网络空间中倾吐不

快，伸张正义，寄托情绪，将自己全然置身于虚拟的网

络空间，享受网络空间提供的言论自由，通过文字、图

片、表情包表达情绪，不用露面，使得很多网民大胆抒

发个人见解，表达喜怒哀乐，而这样的日常生活方式是

单一的，也是与现实存在极大出入的。有些大学生只擅

长在网络上社交，一旦转移到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境下，

反而变得沉默寡言，默默无闻。“社交恐惧”的学生往往

在虚拟世界中异常活泼，久而久之，现实与虚拟世界被

严重混淆，道德的边界线被严重扭曲，人迷失在日常生

活中，出现性格的双重分裂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保持沉

默的大学生群体是辅导员应当关注的对象，他们将自己

封闭起来，不想与人分享心情，拒绝与人沟通，找不到

伙伴，日常生活十分孤单。这也是辅导员在网络时代面

临的大学生日常生活管理困境。

辅导员应当采取定期约谈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敞

开心扉，表达自己，诉说生活困扰和学习难题；除此，

辅导员可借助教育宣传片，通过学生最可接受的直观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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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方式进行教育引导，如《楚门的世界》、《时空恋旅

人》、《肖申克的救赎》等关于爱、自由、生命意义的电

影，给予大学生心灵的启迪；再者，辅导员可组织班干

部定期开展年级或班级合作比赛、外出研学、团建等活

动，提供大学生现实生活的交流合作平台，使学生走进

大学现实生活，走出虚拟网络世界。

二、合理引导互联网时代下的大学生精神世界

1、思政政治教育融入日常管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指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新媒体从业人员和

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大量涌现。有经营网

络“搭台”的和在网上发声“唱戏”的，这两个群体往

往能左右互联网的议题，其能量不可小觑，而习近平总

书记又进一步指出，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

阵地，要将这些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建立经

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引导其政治

观点，增进政治认同。如今，在社会高度信息化和网络

化的时代，“零零后”大学生尤其喜欢借助网络“发声”，

用图片、数字、音频、视频等多种网络途径丰富自己的

课余生活，大学生群体拥有更充足的课余时间行使自己

的网络权利，这对辅导员也提出了新的思想和工作要求，

辅导员应当努力引导大学生顺应时代、合理“发声”，成

为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方

面展现正能量的群体。

“‘互联网 +’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新

型教育环境下，高校辅导员必须要积极开展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发挥网络技术的优势，提高思想政治教学效率
[2]。”当下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应当线下和线上相结合，

辅导员应当树立全局教育观，借助“学习强国”，督促

学生，每日一学，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定期开展

多样化的校园活动，如今年正值建党 100 周年的特殊时

刻，辅导员可组织学生开展学习党史知识的各类校园活

动，重温党的历史，学习党的精神，让学生参与活动策

划、开展，既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又提升了其精神素

养；辅导员还可借助网络平台，如建立年级、班级公众

号，宣传政治思想，推送实事新闻；辅导员还可通过开

网课、网络直播、短视频、微信圈推送等当下大学生乐

见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可借助雨课堂、腾

讯会议、QQ 群课堂等 APP，实时接收、整理学生反馈的

问题。辅导员借助新型传播手段，结合当下实事，寻找

鲜活案例与最新动态，活泼的内容和形式一定能使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学到先进的思想政治知识，激发爱国情感。

2、“立德树人”

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 3 月 22-25 日在福建考察时讲

话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高

校教师践行的准则，不仅是教师岗任课教师，辅导员同

样肩负“立德树人”的责任和使命。大学生处于三观养

成的最终阶段，尤其是在“双刃”的网络时代，“德育”

方面的教育应当成为关注的焦点，学生不仅要学会知识，

更要学会为人和处事。而辅导员本身应当“言传身教”，

提升自身德行素养，合理利用自己的网络空间，“身正为

范”，以自身的磊落言行引导学生。

辅导员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任务需借助多

方外部教育资源与力量完成，“辅导员借力教育要在家校

互动中借力于家长、在团队协作中借力于同事、在校企

合作中借力于新媒体……”[3]，新媒体是一种全新的管

理手段，“互联网 +”时代之下，借助新媒体完成大学生

“立德树人”教育是大势所趋，必然选择。

三、扬“互联网”之长，避“互联网”之短

1、辅导员的互联网思维

辅导员应当转变工作模式和思维方式，主动学习掌

握大数据时代的网络信息，借助互联网便捷的软件，提

高学生管理的效率，创新管理方式，借助互联网平台及

时了解学生日常生活动态和思维动向，完成对学生的针

对性管理。

辅导员自觉迎合高校信息化趋势管理学生，“以高

校信息化带动高校教育现代化，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的战略选择。”[4] 辅导员要学会借助网络平台和学生

实时互动，借助 QQ、微信、微博、抖音等多种社交软

件完成同学生的对话。高校教师与学生二者之间的关系

是高等教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辅导员除言传身

教外，还应当和学生保持和谐良好的关系，亦师亦友，

是引导学生思想行为最轻松的状态，只有学生从内心深

处认可辅导员的存在，才能真正信服辅导员的管理，从

而避免诸多逆反情绪的出现，从而影响工作开展的质量

和效率。

2、引导学生自由与规范的双重意识

网络时代之下，学生拥有思想的自由，消费的自由，

社交的自由，经济的自由，这些时代赋予的自由，使得

时间自由的大学生充分享受时代带来的自由便利，在便

利的生活、学习、社交中享受生命，久而久之，忘却规

范的存在，盲目从众，胡乱行使自己的自由。辅导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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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过定期讲座，线下、线上会议，每日微信、QQ 群提

醒等方式，引导学生树立网络自由与规范的双重意识，

引导学生理清自由和规范之间的关系，理性辨别网络信

息，甄别虚假、不实报道，在虚拟的空间中做到谨言慎

行，不信谣，不传谣，不做违法失德之事。

大学生仍然处于心智发展不成熟的阶段，感性大于

理性，自律能力欠缺，在网络活动中会产生一些极端思

想，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恶俗文化等风气

盛行，这些不良风气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消极的影

响。辅导员应当引导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合

理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但也要在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履

行自己的义务，网络世界并非“法外之地”，普遍的网络

安全失序问题，信息安全难以保障，虚假谣言肆意传播，

假货现象严重，近几年，网络骗贷问题屡屡发生，给大

学生带来财产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因此，辅导员应当引

导大学生全面认识网络中的安全隐患，提高辨别意识，

增强权界意识，坚守网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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