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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高职班主任德育教育工作创新的方法
娜森达丽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摘要：德，其本意在于顺应客观规律做事、发展与提升。立德是树人的前提，高职院校作为培育应用型职业人才的重要场所，在向

学生传递知识、传授技能的同时，还要注重对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感、纪律感等良好品质的培养。高职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

叛逆期向着成熟期过渡的阶段，班主任作为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第一责任主体以及德育活动的规划者、组织者、实施者，在开展德育工

作时，应综合考虑学生的个体特点与发展需求，积极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灵活采取施教方法，与学生真诚沟通，构建和谐班级，提升

德育成效，真正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义新青年。对此，笔者结合自身班主任工作实践经验，针

对高职学生的德育工作谈谈自己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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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职业教育中，往往更注重对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传

授，对德育工作则有所忽略。对学生的管理方式也大多是严声厉

语的呼喝、高高在上的宣教。但是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学生自

我意识的不断增强，这种管理模式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

德育工作模式改革势在必行。从本质来说，德育是教育的感化，

是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引导。贴近学生群体，真诚

地与学生沟通，与学生像朋友一样交流，是提升德育工作实效的

关键所在，具体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利用新媒体软件，加强师生交流，拉近师生关系

在正常教学时间，班主任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大多是围绕知

识的讲解与技能的传授开展的。而且德育若仅局限于课堂，按部

就班地对学生进行空洞的道德说教，则很容易导致学生的反感。

因此，想要提升德育成效，班主任应积极探索，勇于尝试，创新

传统德育方式，将德育向课外延伸。班主任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当

前应用频率较高的网络软件，如QQ、微信，甚至抖音平台等方式，

了解学生的精神状态以及心理诉求，这就为班主任的德育工作的

开展有效拓宽了渠道。在实际工作中，很多班主任习惯了朝九晚

五地上班下班，与学生们沟通的机会比较少，教师可以巧妙地借

助新媒体软件中的“定时发送”功能，在清晨利用手机，给学生

们发送一声亲切的问候，在傍晚，利用短信给学生们一句温暖的

叮嘱，都是班主任实施德育的重要时机。班主任应充分抓住这些

生活细节，充分利用现代化、便捷化的新媒体软件，让学生感受

到班主任的关注与关怀，自然而然就能够让师生关系更加亲密，

德育工作也就更容易开展。

二、巧借新媒体技术优化德育方式，提升育人成效

新时代的日常学生管理方式，应从以往的压迫式的被动管理

逐渐向开放式的自我管理转变。师生关系不仅是课堂教学中知识

传授者与接收者，在课余时间还可以是朋友、是长辈。在高职班

级管理中，当班主任发现学生做出违反日常规范的行为时，应及

时化解，尽量降低事情的不利影响。随后，再向学生求证，询问

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引导学生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学生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在转变班级管理方式的同时，班主任还应不断完善班级学生

自我管理体系，利用新媒体技术增设心理辅导专项平台、班级活

动网络组织平台等。同时，班主任还应该组织班长、学习委员等

班干部在做好自我管理职务的基础上，定期对平台进行管理，如

定期更新平台中的动态；根据学生的发展需要，结合班级管理需求，

酌情上传一些法治法律、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例如，当前社会

潮流的法律达人“法外狂徒张三”的视频便是对学生开展德育的

一个重要渠道。学生通过班级网络平台可以观看这些趣味性的教

育视频，让课下自主学习模式成为一种可能。此外，学生自我管

理体系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应采取流动制，充分满足一些学生的

自我表现需求，同时还可有效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人际沟通能力，

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

此外，班主任还应注重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联系，及时

将学生在校期间的日常表现与种种行为反馈至学生家长，构建家

校联动机制，双管齐下，共同帮助学生纠正在学习、生活中存在

的种种问题。教师可以改变以往班主任单方面沟通的家校互动模

式，运用新媒体技术，搭建一张学校、班主任、家长、社会交流

沟通的四位一体新媒体网络，从而有效避免家校之间就学生管理

问题产生误解，积极整合各个方面的德育资源。当然，班主任在

与学生家长互动、交流时，还应注重交流的语言艺术，既要充分

肯定学生在校期间的积极表现，同时还要细致向学生家长说明学

生存在哪些需要改进之处，请家长保持耐心，正确引导、教育孩子，

有效提升家校共育成效。

三、利用新媒体技术满足学生兴趣，增强师生互动

共同的兴趣是人际交往的前提与润滑剂。但是由于人们所处

的年龄段不同，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教育背景也不尽相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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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的话题、喜欢的事物自然也万千差别。人们常说“三岁就

是一个代沟”，跨越年龄层的沟通，极易导致沟通不畅、话不投机。

时代与时代不同，掌握话语权的人年龄段不同，前辈们眼中的另类，

也可能是后辈们拥趸的潮流。因此，作为高职班主任，应保持一

颗包容之心，理性看待他们追捧偶像等种种在你看来无聊、无趣

的行为，更不可对其武断地发表否定言论，甚至可以尝试去了解，

积极开发与学生的共同兴趣，增强与学生的共同话题，还可以以

聆听者的心态参与到学生的话题中，以最大限度地消弭年龄隔阂，

从而更好地融入学生，打造良好的师生关系。

例如，教师可以就最近网络媒体平台播放火热的《觉醒年代》，

与学生们一起探讨剧中演员的一些高光时刻，也可以向学生分析

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而与剧中的情境进行对比，看看哪些符

合历史真相，哪些属于编剧杜撰的，加强学生的辨别能力以及对

历史的深入了解。总之，利用新媒体网络可以帮助班主任找到更

多与学生交流沟通的话题，让师生之间的深入互动成为可能。

四、更新观念，适应新媒体时代的社交方式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

传统单线式、点对点的社交方式正在悄然改变，网络化、扁平化

的人际交往方式成为主流趋势。高职学生作为网络时代长成的新

一代，他们善于接受各种新鲜事物，网络社交更是在他们的学习、

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在高职德育方面，网络社交同样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首先，网络社交更加及时、高效，班主任可通过

社交平台，及时掌握班级动态以及各种突发事件，从而尽早做出

决断；其次，借助网络平台与学生进行沟通、互动，能够让学生

更放松，更容易引导学生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从而有效避免

了面对面沟通时，学生由于羞怯、难以启齿，而将一些问题藏在

心里，甚至导致严重后果。

五、借助新媒体技术，定期推动德育资源，加强学生思想建

设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应用，为德育工作

的高效开展提供了极大便利。在新媒体技术的推动下，高职学生

的思想更加开放、思维更加灵活、视野更加开阔，班主任也应根

据新媒体时代高职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创新德育工作方式，提

升德育实效。班主任可借助新媒体，整合德育所需的教育资源，

使得德育工作方式与内容更加贴合高职学生实际需求，以此构建

现代化高职德育模式。

例如，班主任可借助 QQ、微信等即时性交流工具与学生进行

沟通、交流，也可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平台了

解学生的思想、行为动态，从而帮助学生及时解决他们在学习、

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另外，由于部分高职学生本身知识基础

就相对薄弱，且自我管理意识、自我约束能力都相对较差，很多

学生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自卑心理，而不愿与教师主动沟通、当

面交流。对此，班主任就可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社交优势，实

施德育教育。此外，教师还可借助新媒体平台，向学生推送各种

德育信息，实施主题式德育教育，并通过与社会时事结合的方式，

有效转变以往灌输式德育方式，以一种更易被学生接受的方式提

升德育实效。

六、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力度

想让学生主动通过新媒体平台，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师制作的视频、图文等就需要有十足的吸引力。部分高职院校

的教师对新媒体了解程度不足，对学生喜欢的内容也不太清楚，

所以，教师准备的宣传文案，往往达不到预想的效果。为改变这

种现状，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具吸引力，教师就需要优化文

案内容，加大宣传力度。首先教师需要在班级中挑选出一只精英

队伍，这支队伍中，应该包括文案的撰写人员、策划人员、剪辑

人员、推广人员等。在团队的引领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

以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这个以生为本的时代，教师不能只注意输入忽略了引入。

在通过新媒体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教师也需要注意

听取学生的意见，多与学生互动。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学生观看视

频等过程中的疑问，还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想法，提高培育的

有效性。目前，新媒体的互动方式主要分为三种，即一对一互动、

一对多互动以及多对多互动，在不同的平台教师可以合理挑选不

同的互动方式，以提高互动的有效性，最大程度提高培育效率。

此外，教师也需要注意采用线下互动的方式，多与学生互动。如此，

方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学生的生活，影响学生的生活，

最终成为他们的日常行为准则。

七、结语

总之，作为高职班主任，在履行好教书职责的同时，更应注

重育人工作的高效开展。当然，因为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以及行

为都相对成熟，在教育过程中肯定会存在着较大的难度。而新媒

体技术的加入则为教师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强德育管理，优化德育方式，从关心

学生的日常生活入手，真正与学生沟通，营造和谐的班级氛围，

寻找与学生共同的话题，从而达到全面提升育人成效的目的。将

本班学生全力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责任感的社

会主义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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