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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立德树人工作路径探究
彭陈丽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7）

摘要：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辅导员作为高校教师中的特殊一员，是帮助学生排忧解难的知心朋友和引领学生成人成才的人生导师。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

力量，高校辅导员要准确把握新时代的新特征，牢记立德初心，探索“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以心贴心”的树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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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在这一

伟大进程中，教育事业举足轻重。高等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关系着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重任，辅导员作为高校贯彻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关键依靠，应当成为学生人生的“引路者”，青春的“筑

梦者”。生逢盛世，责任重大，高校辅导员必须准确把握这一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的新特征，牢记育人初心，勇担时代

重任，努力探索立德树人使命的有效路径。

一、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立德树人的必要性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高

等教育领域，新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新要求，伴随

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方位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同样存在矛

盾：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美好需要不断增强，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已经逐渐难以满足大学生的现实需要。例如，新时代大

学生的物质生活需求、精神文化需求、务实性需求、个性化需求

等更加多样化，不仅局限于满足基础性的和一般性的需要，而且

要追求与美好生活相适应的更高品位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然而

大学生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现有的教育环境、教育资源、

教育手段等存在落差与矛盾。因此，新的主要矛盾给高校辅导员

提出一道必答题：如何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新时代做好

大学生的立德树人工作？

二、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立德树人的挑战性

（一）新媒体环境呈现多变性

当代大学生在互联网下成长，其思想及行为特点无不在互联

网的影响下形成。他们喜欢并且习惯在网络上表达自我、对话外

界，获取情感，输出观点，与互联网有广泛而密切的互动。同时，

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精神需求相对旺盛、思想前卫、价值观多元，

结合网络新媒体的交互性、及时性、海量性、共享性等特点，导

致他们成为互联网及其话语体系重点“关照”的人群。诚然新媒

体的出现和发展，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既是潜在机遇，也是

一番挑战。

目前的社会网络监管系统建设还未完善，而高校针对大学生

的网络监管系统近乎于在起步建设期。新媒体环境中裹挟着大量

的不良虚假信息、错误有害思潮，在短时间内大学生难以准确判

断，往往无意识地卷入这些信息的传播网中，致使信息的影响面

更加广泛，结果难以预估。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披着“自由民主”

的有害观念等也搭上新媒体传播、渗透的“便车”，对价值观尚

处于形成阶段的大学生造成冲击，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

严峻挑战。

（二）新对象特点呈现复杂性

当代大学生中，“00 后”已成为主要群体，在国家发展、社

会进步的大环境与个人成长的小环境共同影响下，与以往的“80

后”“90”后大学生有鲜明差别。

“00 后”大学生追求独立人格，注重自我感受，他们接受信

息的途径与能力比“90 后”“80 后”都要强。他们喜欢新鲜事物、

喜欢挑战，对于传统的观念和内容感到无趣。在个人和集体的关

系上，往往有注重个人利益大于集体利益的倾向。一方面，“00后”

对自身的要求和自我认知比“90 后”“80 后”要强；另一方面，

在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冲击下，许多大学生幻想着赚快钱、多赚钱，

没有脚踏实地打好基础，盲目自信。

许多大学生生活实践经验匮乏。即使是很小的挫折，他们也

容易产生偏激的想法，或是消极对待，心理素质较差。一个显著

的标志是近些年兴起的“丧文化”，从娱乐的角度来说，“丧文化”

展现了“00 后”的自嘲和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但从现实发展和育

人视角来看，“丧文化”的传播是肯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有害于当代青年成长成才的。

随着社会分工明显加剧和父母对下一代期望增加，社会竞争

表现出日益激烈的现象，就业形势呈现不断严峻的趋势，“00”

后大学生也自我感觉承受着巨大压力，心理素质逐渐降低。研究

发现，除了生物因素外，目前高校大学生的压力与抑郁症发病有

较强的关联性，而对自己要求越高的学生，往往更容易陷入“抑

郁”“焦虑”的情绪。引导“00”后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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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面对他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带来的困难。

三、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立德树人的路径对策

（一）“学高为师”，提高思政理论素养

这里的“学”不是指学历，而是指学问。高校辅导员扮演者

教师与行政管理的“双重角色”，是老师教学的助手，同时也是

学生学习的助手，既有责任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也有责任辅导

学生具体方面的学习；既要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坚定落实党的方

阵政策，也要发挥好引路人作用，寓思想引领于学生的日常管理

中。但倘若仅仅置身于日常管理中，只顾应付考核，不去提升自我，

很容易纷繁琐碎的事务中“淹没”，无所事事，忽略了反思和总结。

因此，广大一线辅导员戒骄戒躁，沉下心来，高度关注思政

教育前言知识，广泛涉猎育人相关专业知识，主动提升思想境界，

加强理论修养，提升自我和大学生的道德情操，为推动实现教育“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添砖加瓦。立德修身，潜心治学，真学真信，

在理论学习中做到常学常新，坚持不懈。只有提高思政理论素养，

才能做到学思践悟，为学生准备“一桶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

才能保证思想政治工作扎实有效。

（二）“身正为范”，涵养自身品德修为

这里的“身”也不是指体格，而是指品德。“为师者必须以

德为先”，加强自我修养，自觉追求高尚是每一位高校教师的“言

传身教”的立教之本。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健康生活、成长成才的

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对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塑造和人格培养举足

轻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无法替代、不可缺少的作用。

作为与学生接触最多、心理年龄最近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

更应该从一言一行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思想上，自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工作上，做

到德才并重、情理兼修，尤其在奖助评定、入党等事项开展上需

有理有规、公开公正；生活上，规范个人行为，以身作则，以更

高标准、更严要求规范自身，用堂堂正正的人格感染学生。

（三）“以心贴心”，把握学生成长规律

作为教师中离学生最近的一个群体，一方面，辅导员要践行

“围绕学生、关着学生、服务学生”的职业要求，以真心换真心，

将思想引领融入到长情的陪伴中——不仅体现在每一次班会精心

组织、每一次谈心情真意切，更要走进学生生活，常去宿舍、操场、

教室中贴近学生、了解学生思想动态，让学生“亲其师”进而“信

其道”，在师生互动中传递理想信念，在“春风化雨”般的陪伴

中传递向上的价值观，潜移默化中促进学生成长，提升学生综合

素质。

另一方面，新时代学生是在网络下成长的一代人。辅导员要

善于运用新媒体技术，主动占领舆论阵地，加强与学生的网上互动，

对学生开展网络思想引领，将思政教育或思政课以更生动活泼、

更“年轻化”的方式呈现，让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校园生活中

受到启迪教育。

（四）“以新引路”，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特殊的时代际遇和历史机缘，现如今，

新时代号召“强国一代”，呼唤各行各业领军人才和各类高素质

劳动者，不仅要求青年大学生勇攀科学高峰，丰富自身文化知识，

还需具备国际视野和创新思维。所以辅导员同样需要具备长远的

目光和开阔的思维，要关注最前沿的学科发展，思考最新的时政

热点，了解当下的人才发展动态，在思政教育和日常管理中有意

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造性思维。

同时，新时代新媒体技术发达，伴随着舆论环境纷繁复杂、

信息渠道越来越多元庞杂，学生很容易受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导

致三观扭曲。辅导员是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一线“守门员”，应

在网络空间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面对

有害思潮、错误言论、扭曲价值观，敢于“亮剑”并且及时“纠偏”。

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关键节点，辅导员的“立德树人之

路”仍会充满艰难险阻，但既已立志要“做新时代学生的引路人”，

则当不惧前路漫漫，上下而求索：努力探索将“立德树人”融入

对学生政治领导、思想引导、学习辅导、情感疏导、行为教导中，

顺应时代发展，探索育人树人新途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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