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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辅导员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考 

李良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1188）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疫情防控期间涌现出的优秀事迹，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素材，提高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本文首先阐述了疫情防控期间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辅导员的思想政治任务，最后探
讨了在后疫情时代辅导员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策略，以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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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新冠疫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损失。但是面对着

严峻的局面，在防疫期间的民众同舟共济，展现出诸多优秀品

质，让全世界见识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顽强拼搏的风貌，

为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鼓舞的同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

提供了素材。而高校辅导员具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应

将制定有效的策略，选择合适的素材，促进大学生对中国精神

的深入了解，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素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

效果，培养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一、疫情防控期间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形式单一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较为

单一，辅导员主要通过包括班会、实践活动等，向学生讲解理

论知识，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而某些高校忽视了公共卫生

安全事件教育，导致学生的应急能力较弱。而部分高校虽然开

展了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教育，但只是进行表面工作，向学生科

普了简单的常识，并没有让学生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也没有采

取应急演练，培养学生的应急能力，限制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发

展[1]。 

（二）体系缺乏完善性 

在疫情防控期间，高校为保证教学进度，利用互联网平台

开展线上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存在某些问题。

首先，高校课程类型较多，学生需加入不同的群聊，才能实现

与各科教师的充分沟通。因此，学生每天都要面对群聊中不同

的信息，导致学生心理压力的增加，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

其次，线上的教育的流程繁琐，容易引发学生的抵触心理，不

利于线上教学工作的开展。此外，虽然教师为了线上教育的效

果，采取了某些监管措施，但是效果并不理想，部分学生仍旧

存在懈怠学习的情况，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阻碍。

若高校需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应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增强辅导员和思想政治教师的责任意识，并将思想政治教育渗

透到日常教学中，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素材匮乏 

中国人民在抗疫过程中展现了优秀的精神品质，涌现了众

多英雄事迹，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是部分辅

导员没有及时更新教育素材，引用的例子较少，不足以支撑理

论，无法激发学生的情感，影响了教育效果。还有某些学生对

抗疫精神的理解浅薄，并没有挖掘事件背后的内涵。因此，辅

导员不仅需搜集整理素材，丰富课堂内容，还应引导学生进行

深入思考，学习优秀精神，将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

才[2]。 

二、疫情防控期间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一）坚定理想信念 

新冠疫情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一次巨大挑战。中国人民在共

产党的带领下，同舟共济，取得了良好的抗疫成果，展现了中

国力量。鉴于此，高校辅导员应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收集

整理疫情素材，挖掘素材背后的精神内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

情，并通过国内外防疫情况的对比，使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制度的优势，促进学生对共产党的拥护和认可，提高学生

的自豪感。 

（二）讲述抗疫事迹 

首先，辅导员应通过搜集抗疫素材，并向学生讲述抗疫过

程中的感人事迹，帮助学生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在抗疫期间，

中国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抗疫工作做出贡献，发扬了中国

精神。辅导员需要选择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抗疫事迹，

将抗疫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提高学生的思想教育水平。

其次，辅导员还应关注学生群体的抗疫事迹，通过树立学生榜

样，拉近学生与抗疫事迹之间的距离，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

形象化，从而达到增强学生责任意识的目的。 

（三）发扬抗疫精神 

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通过采取科学有效的措

施，共同抗击疫情，展现了卓越的中国精神，取得了优秀的抗

疫成果。回顾抗疫经历，无数人的牺牲和努力，换来了如今的

良好局面，充分发扬了抗疫精神。抗疫精神是在红色精神基础

上，融合了新时代的内容，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因此，高校辅导员需要根据抗疫事迹，挖掘抗疫精神，并将其

传递给学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导向。 

三、后疫情时代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 
（一）提高个人综合能力 

首先，辅导员应利用校内培训和丰富的网络资源，不断提

高专业素养，并利用个人行动，向学生树立榜样，培养学生的

爱国精神。现如今，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获取丰富的信

息，对网络信息依赖性提高的同时，也影响了对辅导员的信赖

和认可。但是网络信息真假难辨，且呈现碎片化特征，不利于



教育教学                                                                                          

 131 

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树立。辅导员应及时关注网络信息，减少与

学生的隔阂，并搜集整理思想政治教育素材，采取学生喜闻乐

见的方式，加深学生对中国制度和中国精神的理解程度，提高

教学效果[3]。 

其次，辅导员应提高危机管理能力。对于危机管理能力来

讲，并非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但是辅导员可以从以下两个

方面加强对危机管理能力的培养：一方面辅导员可以通过参加

危机管理培训，研究相关理论，并在平时工作中总结管理经验，

提高管理水平，从而促进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辅

导员除了提升专业技能，还应落实人文关怀工作。辅导员应发

挥将人文关怀融入日常工作中，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帮助学

生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促进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二）与学生进行充分沟通 

由于网络信息的复杂性及部分学生的辨别能力较弱，容易

受到不良信息的误导，影响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辅导员需及时

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及网络信息，并通过讲解相关知识，破除

网络谣言，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 

辅导员在进行具体工作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

辅导员应做到有针对性地思政教育。每个学生的情况有所差别，

辅导员应利用网络平台，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学生的真

实情况，帮助学生进行心理疏导。第二，辅导员应关心学生的

心理健康，保持一定的敏锐性，并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活动，帮

助学生走出内心困惑，让学生感受到关爱。对于心理疏导来讲，

预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辅导员应与学校的心理健康教师进行

合作，若发现学生存在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应及时引导学生就

医。第三，辅导员应重点关注边缘学生群体。边缘学生群体的

构成较为复杂，但是更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导致心理负

担的加重。因此，辅导员应及时与这类学生进行沟通，注意保

护他们的自尊心，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并采取有效措施，引

导他们分析并解决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素材 

辅导员应关注网络动态，及时收集抗疫信息，提高教育素

材的时效性，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并结合鲜活的抗疫实例，

向学生分析蕴含其中的精神内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避免

学生价值观出现偏差。我国能取得优秀的抗疫成果，离不开中

国的制度优势和共产党的领导，通过让学生了解实例，可以激

发学生的自豪感，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此外，在抗击

疫情的过程中，各行各业的人民都贡献了属于自己的力量，发

扬了抗疫精神，值得大学生关注并学习，辅导员应选择合适的

方式，向学生讲述抗疫故事，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4]。 

（四）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首先，辅导员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除了要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还应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因为大学生长

期处于平稳的生活中，疫情是他们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辅导

员应及时发挥引导作用，帮助他们树立抗击疫情的自信，提高

他们的综合素养。 

其次，辅导员应落实好高校的指导措施，为“三位一体”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辅导员可以通过开

展防疫知识讲座，并利用公众号等形式，向学生传递最新的防

疫咨询，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提高学生对防疫工作的重视。

教师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并建立相关

群聊，让学生说出内心的想法，运用集体的智慧，帮助学生解

决困难。若出现意外情况，辅导员应开展网络会议，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稳定学生情绪，此外，辅导员应切实提高对数字化

平台的运用能力，为线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提高奠定基础。 

（五）采取多元化的教学形式 

在疫情刚发生时，高校为保证防疫效果，一般都采取线上

教学的方式，虽然为学生的安全带来了保障，但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教学效果。在后疫情时代，高校通常采取线上和线下相

结合的教学模式，提高了教学模式的灵活性。辅导员可以采取

多种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学，增强教学活动效果。首先，辅导

员可以利用数字传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并使用课堂讨论、

连麦等功能，激发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同时辅导员还

可以利用数字平台，让学生线上参观与思政教育相关的博物院，

让学生对思政教育有更深刻的理解，利于后续教育工作的开展
[5]。其次，辅导员可以鼓励学生，利用视频、文字、图片等方式，

记录身边发生的抗疫故事，促进学生思想水平的提升。最后，

辅导员可以在学生和高校及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带领学生参与

社会组织的防疫活动，通过该实际活动，加深学生的影响，让

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四、总结 
综上所述，辅导员肩负着为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责任，应根据疫情防控期间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问题，进行深

刻反思的同时，应从提高自身综合能力，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

通，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借助信息技术等方面入手，制定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有效措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曲建武,郝夏.辅导员应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

[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2,38(06):84-87. 

[2]李静茹.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J].

大众文艺,2022(23):193-195. 

[3]卞梅,刘思佳.后疫情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探究[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2,35(23):71-73. 

[4]江筱曦,吕云婷.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辅

导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2,38(12):21-25. 

[5]王燕.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现状

与对策[J].武夷学院学报,2022,41(11):104-109. 

项目来源：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项目 

项目名称：高职辅导员疫情防控工作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2020SJB0267 

“本文为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李良田名班主任工作室研

究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