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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制辅导员成功转化高校学困生的个案分析 

丁文月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南京  211815） 

摘要：学困生是高校中的一类特殊学生群体，本文从优势视角出发，通过去污名化、去标签化、充分整合运用资源以及建立长
效的追踪机制等方式，不断发掘学困生的优势，分析学困生成功转化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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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
本理念：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更加注重全面发展，更加注重面
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更加注重因材施教，更加注重知
行合一，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其中，更加
注重面向人人更加强调了立德树人的基本理念及育人的公平平
等。在高校，学困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是书院制辅导员具体工
作中重点关注关怀对象，本文通过介绍成功转化学困生的个案，
分析书院制辅导员在具体工作中的教育理念与方式方法。 

一、书院制辅导员转化学困生需要树立科学的理念 
书院制辅导员的办公环境与学生社区密切关联，注重学生

通识教育与全面发展，在做学生工作时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优
势，除需充分运用这些优势之外，在具体工作中还需要树立科
学理念。 

优势视角 
“优势视角”是社会工作学领域的一个基本范畴，优势视

角认为：赋权必须要在去标签的同时给予案主信任，去标签和
给予信任是挖掘案主潜能的重要途径。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对案
主给予足够的信任，并且充分挖掘案主自身和所处社会环境与
资源之中的优势。书院制辅导员在转化学困生的具体工作之中
也应该注意充分了解和掌握学困生的个人情况、家庭资源、人
际状况，拒绝为学困生贴上诸如落后、懒惰、愚笨等负面标签，
而是应该注重发现学困生自身的优势与资源，从而实现学困生
的成功转化。 

二、书院制辅导员成功转化学困生的个案分析 
Z 生是某高校一名大三学生，积欠 32 个学分，挂科课程包

括高等数学、基础英语以及专业课程等，该生对于课程学习提
不起兴趣，经常逃课。但是对照该生入学时的高考成绩，该生
的高考成绩名列前茅，据家长反馈该生在高中时期能在监督之
下完成学业，并且学习效率较高。书院制辅导员在充分分析、
多方沟通的基础之上，了解到该学困生的基本情况和导致目前
学习状况的原因，采取了以下措施，实现了学困生的成功转化。 

1.运用书院制优势拉近心理距离 
书院制辅导员充分运用社区办公的空间优势，积极走进该

生，主动与其约谈，关爱该生生活。针对 Z 同学的情况，主动
到该生宿舍参观该生的住宿环境和生活状态，该生床铺凌乱，
学习桌上放着烟灰缸，看到辅导员来宿舍满眼的鄙夷和不屑，
辅导员奉行“人前不责”的原则，对该生的绘画作品表现出充
分的兴趣，并以此为话题树立初步印象、建立初期关系，并主
动邀请他到办公室约谈。辅导员从该生感兴趣的绘画主题出发，
夸赞该生的绘画作品十分优美，并鼓励该生将画作展示给班级
同学，用鼓励和肯定拉近与该生的心理距离，辅导员运用关心、
关怀与关爱来发现学困生的绘画优势，并且对其能够凭借自己
的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引导其将运用到兴趣爱好上的认真态
度和探索精神，积极运用到学业上来。 

2.运用社会支持资源采取多种措施 
在充分了解学生情况的基础上，书院制辅导员对该生采取

有针对性的关心指导。从该生的兴趣爱好出发，一是寻找该生
的专业兴趣点，了解到该生在暑假期间和女友一起合办了辅导
班，自己主要负责教授绘画，以此为契机，肯定该生将时间用
到发展兴趣的做法，同时也鼓励该生学好现有专业，因为只有

如此才能获得社会认可，才能更好的发展兴趣爱好；二是主动
与家长联系，告知学生的内心世界，期望家长在对学生严格要
求的同时聆听学生心中真正的想法，在平时学习中对他多加关
注，询问他的生活和情感状况，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让学生感
受到来自家庭的爱与温暖；三是建立一对一帮扶小组，针对不
同学科帮助该生运用不同的学习方法学习，提高学习的效率；
四是主动与该生的女友取得联系，了解该女生的思想状况和学
习情况，鼓励该女生与 Z 生一起共同学习，积极进步。五是教
育该生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合理协调分配时间，合理协调自我
发展与青春期恋爱之前的关系。在采取这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
也通过学生的反馈和心理行为变化状态来评估调整措施的可行
性与可持续性。 

3.运用追踪机制贯彻有效行为 
采取措施之后，书院制辅导员与该生一起制定计划并柔性

监督执行。辅导员为该生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具体落实到
每一个时间节点需要学习的具体课程与知识，并督促该生在规
定的时间点内完成，在临近时间节点时积极抽查该生的学习效
果和贯彻情况；与该生协商建立日-周-月打卡计划，并规定需
要取得的成效，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该生口头赞扬和来自集体
的称赞；鼓励该生与帮扶小组成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帮助
该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塑造良好的学习态度；与该生约定
和女友线下见面的两不能原则：不能旷课、不能缺考；联系该
生的父母，约定每周至少 3 次关注该生的心情与生活，与该生
家长一起推进该生学习计划的贯彻情况，建立长期跟踪帮扶的
路径，帮助该生实施有效的学习行为。以上行为措施，在多方
资源的支持与帮助之下，该生都一一贯彻。大三学期结束，该
生所有挂科科目均考试合格，与父母的关系也得到明显缓解。 

三、经验启示 
在该案例中，书院制辅导员透过现象看本质，该学困生是

自亲子关系冲突、自身认知不清及恋爱关系等多方面原因造成
的。在接触案例之前不能对学生行为贴标签或污名化，而是要
从学生生活细节入手逐步建立关系、采取措施，具体而言需要
做到以下两点： 

1.拒绝刻板印象和标签化，保持爱心、耐心与好奇心。面对
一个学习困难生，不要刻板的给学生“扣帽子”，而是要保持对
学生行为的充分好奇，进而耐心地探究真实原因。 

2.书院制辅导员既要能用情感教育做学生的知心朋友，也要
有工作方法做学生成长的领路人。辅导员在与学生沟通的过程
中要善于用自己的爱心做好情感教育，也要学会运用科学的方
法，实施具体成长计划并监督执行，与学生一起成长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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