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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思政背景下的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与转换 
安晓莹 

（沈阳大学  辽宁沈阳  110000） 

摘要：高等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教育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高等教育相关事项的研究，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综合进步
的必然选择。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给高等院校辅导员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传统的思政方法和辅导员工作策略在今天已经不再
具有合理性。本文就根据网络思政背景的实际情况，对高等院校辅导员的新角色、新工作方法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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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辅导员是高等院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引导学生健
康成长、协助进行思政教育等一系列工作责任，回顾一直以来的辅

导员工作模式可以发现，很多辅导员都在承担着管理者角色的同

时，竭尽全力地为学生提供引导、支持和帮助，这从根本上保证了
高等院校教育事业的效果。而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思政工作面临

新局面的今天，辅导员还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扮演更多的角色，

为学生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成为学生网络“引导员” 

网络思政背景下，高等院校的辅导员承担着更多的教育责任，

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并在网络思政教育过程中发挥作
用，成为学生参与网络的引导员。第一，高等院校的辅导员必须要

认识到网络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寻找和应用信

息化教育资源，让网络平台成为学生学习和成长的新渠道，让学生
在利用网络技术的过程中，更加主动独立地获得新知识，引导学生

在繁杂的网络环境下实现自我提升。第二，网络平台上有大量的信

息，辅导员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借助网络平台打开视野，解决高校
学生人生阅历不足带来的问题，以拥有海量信息资源的网络为基

础，引导学生开阔眼界，为学生日后的成长提供支持。第三，辅导

员必须要以网络技术做好学生的日常引导工作，通过微信、微博、
QQ 等即时通信和聊天工具和学生进行有效沟通，解决传统面谈等

沟通方法存在的问题，避免学生在面谈过程中不愿开口等问题，提

升师生交流效果。另外，辅导员还可以借助社交软件等了解学生的
日常生活及思想问题，及时有效地提供指导帮助，确保学生能够健

康成长。 

2 做好网络信息“检查员”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性和绿色性都

有所提升，现在的网络环境已经比初期更加健康优质，学生在网络

平台上接触到的信息基本都安全健康，但辅导员仍然要发挥自身的
作用，做好网络信息的检查员，让学生能够在海量的网络信息冲击

下保持公正客观的思想模式。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人们生产生活的质量，但是对于高等院校学生来说，他们的
思想模式尚未定型、辨别能力也比较有限，很容易被网络上大量观

点裹挟着形成错误思想，这显然不符合辅导员工作要求，因此辅导

员必须要发挥积极作用，成为网络信息的检查员。从实际的辅导员
工作情况来看，网络思政背景下，学生在接触网络信息的过程中时

常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发言和意见，这些发言和意见并非都合理科

学，这给学生的价值观念等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辅导员必须要做好网络信息检查工作，对大学生可能接触到的暴力

信息、黄色信息进行控制，同时要让学生掌握辨别不良信息的方法，

避免网络上一些不正之风给学生造成影响、避免别有用心的看法影
响到学生的发展，确保学生能够在正面信息的影响下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念，提升网络思政背景下辅导员工作质量。 

3 成为学生意见“发言人” 

除了要做好学生的引导工作之外，辅导员还需要了解学生在日

常生活和学习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心理变化，并根据学生的思想模

式等，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进行考量，真正成为学生的发言人。在今

后的工作中，辅导员首先要做到的是坚定自身立场、成为主流价值

观的认同者和推动者，将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传达给学生，同时要参
与到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中去，让学生接受和认可辅导员的发言人角

色。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辅导员可以借助网络平台传达正面信

息，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给学生普及、推送正面权威信息，
使学生逐渐形成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时间走向的习惯，同时要及时主

动地利用微信、QQ 等通信工具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和辟谣等，

让学生在产生错误观念之前得到正确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辅导员要完全与学生的实际思想对立，想要让学生认可和接受正确

信息，辅导员首先要从学生的利益出发，为学生考虑、成为学生表

达自身需求的桥梁和纽带，提升学生和辅导员之间的信任度。比如
可以定期收集学生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筛选后向上反馈，做好

校方和学生的沟通交流工作，使学生逐渐认识到辅导员角色的重要

性，让学生产生被尊重、被认同的感觉，为后续的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4 扮演学生集体“自己人” 

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高等院校的辅导员年龄都集中在 25--30
岁之间，和学生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年龄差，但是辅导员这个身份决

定了学生很难将其作为自己人看待，这使得很多辅导员并不能真正

深入学生群体，在网络思政背景下更是如此，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
屡屡受阻、沟通效果大打折扣。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辅导员必须

要摆正心态、成为学生集体的自己人，对学生的所思所想进行了解，

采取学生能够接受的方法靠近学生，打破与学生之间的对立关系。
这样一来，学生才能更加信任辅导员，才能更好地接受辅导员的引

导和帮助，网络思政背景下的辅导员工作才能更加顺利地完成。 

结语 

高等院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主阵地，在网络技术高度发展的

情况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而辅

导员是学生工作的主要责任人，必须要尽快认识到网络技术给学生
思政工作带来的影响，扭转传统工作思维，承担起应尽的责任。除

了要扮演好网络信息检查员、做好学生思想引导者、成为学生集体

自己人之外，辅导员还需要根据思政工作具体情况，不断探索新时
期的工作新方法，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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