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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漫灌”到“滴灌   精准施策提升班级学风建设
邓雅媛

（太原理工大学大数据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学风建设是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中心环节，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基础。然而，高校学风建设仍存在诸多薄

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亟待解决。本研究对以某艰苦专业班级学风建设为例，对学风建设中暴露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班级学风建设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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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建设是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中心环节，是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基础。在高校班级日常管理工作中同一个班级的

学生在思想状况、行为表现、日常活动、学习成绩等方面存在

着一种群体分布的现象 , 表现出某一群体学生的共性。如何提

高群体效应在班级学风建设的积极作用，需要辅导员将“大水

漫灌”的整体帮扶转变为“精准滴灌”的精准施策，为每位学

生提供个性化的成长方案，逐步建立良好的班级学风，推动高

校高质量发展。

一、案例概述

2018 年 9 月，笔者担任艰苦专业 2017 级辅导员。全班 30

名同学，其中 2 名 2016 级留级生、10 名学业预警同学，占整

个专业的 81%。在入校第一年，班级转出 5 人，转入 4 人。全

班仅 7 个女生，分布在 4 个宿舍。第一次开班会，明显感到班

级整体气氛沉闷，大家彼此不太了解，甚至彼此都叫不出名字。

1 个多小时的班会，在同学眼中看不到一丝波澜、一点光亮。

这样的班级怎么带？学生的积极性如何带动？学生学涯规划如

何引导？ 30 位同学的未来在哪儿？这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案例分析

本案例是典型的班级学风建设问题。该班的班级建设需要

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破解：1. 班级成绩差的具体成因有哪些？

2. 如何提高学生成绩？ 3. 学生毕业何去何从？ 4. 如何增强班

级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解决思路与实施办法

（一）深挖问题，找出症结

（1）对全班第一学年成绩分析，班级整体成绩在同年级中

偏低，重点科目高分段人数少、不及格人数占较大，反映出在

大一学年的学习态度存在明显消极情绪。（2）根据成绩反映出

的问题，编撰了《2017-2018 学年学习情况调查问卷》，问卷

中反映出班级学习积极性不高、专业认可度不高、对未来发展

思考不够等问题。（3）以宿舍为单位与同学深入交谈，了解同

学们实际想法和需求，在座谈的时候针对性的了解学生想法。

在大一期间两次转专业，班级成绩突出的同学都去了热门专业，

让班级同学对专业认可度大幅度下降，同时“领头雁”的学风

引领作用减弱。

（二）对症下药，重塑自信

通过问卷调查和座谈，认为班级学风差的根本症结在于对

专业不认可，本专业为艰苦专业，就业前景差、就业环境差。

找到症结，对症下药。（1）邀请专业老教师给同学召开专业介

绍会，针对同学们关心的就业前景差、就业环境差的问题，着

重通过就业数据分析、校友鲜活事例提振专业信心。（2）建立

学长联系机制。充分发挥朋辈引领作用，定期邀请校长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等同学给班级开座谈会，帮助学生重塑专业自信。

（三）分类指导，群体引导

根据对班级成绩分析和谈心谈话，将班级同学分为五大类，

包括计划保研同学、考研同学、跨专业考研同学、就业同学、

力争“双证”同学，定期给各类群体进行分类辅导。针对每一

类同学特点和需求，开展不同类别的生涯规划并提供相应的帮

助。譬如针对“保研类”同学，重点是讲解政策、分析成绩，

在本团体内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氛围。在第四学期以后对保

研有风险的同学，及时做心理疏导和生涯规划的修订，帮助学

生调整心态、从容面对未知；针对“力争双证”的同学，建立

党员“一帮一”，开设党员小讲堂，组织班级期中考试，以各

类形式督促该类学生学习。从第四学期开始，将所有的在挂科

目，逐一分析，每个学期有侧重点的将精力分配在各门课程中，

按照“本学期课程必须过，在挂课程酌情过”的原则，在有限

精力情况下提升学习绩点，减轻学业负担。

（四）家校联动，合力育人

在当今社会，全民热衷考研的时代，家长们总觉得自己的

孩子是研究生毕业才能找到好工作，所以在入校前，家长就一

直给学生灌输“必须读研”的思想。结合国家就业政策、结合

学生实际情况，挨个与家长一对一沟通。尤其是对于学生渴望

就业、家长却执意要求考研的学生，就要耐心、细心为家长讲

解就业政策、应届毕业生招聘的优势，同时讲解研究生招生政策，

在家长心中建立“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与此同时，在放假

前给家长撰写“这个假期，家长应该做什么”，引导家长全方

位的审视学生成长、鼓励学生取得的小成绩。只有家校联动形

成育人合力，才能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四、经验启示

思想引领是龙头。对专业的不认可，是学生不能将个人抱

负融入祖国需求的一种表现，在就业、择业中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不愿去艰苦单位。辅导员就是教育学生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为己任，引导青年学生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在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以生为本是关键。立足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以学生

问题为出发点，转变育人角色，以己度人，充分了解学生需求，

解决学生困难。通过解决问题，建立师生联系，得到学生信任，

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

家校齐心是保障。家庭是育人的重要途径，辅导员工作始

终要将家校协同育人作为落实“三全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

号召家长重视家庭教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形成

育人合力。在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家长意见对学生发展起到

关键性影响，辅导员除了要做学生的生涯规划，也要与家长介

绍专业发展、就业考研等相关政策，形成家校育人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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