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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艺术在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的运用

研究 
安晓莹 

（沈阳大学  辽宁沈阳  110000） 

摘要：思政教育属于辅导员的基本职能，会关系到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确立的正确性。那么在具体的思政教育环节，
充分体现倾听艺术的显著效用，能够充分体现思政教育的显著效用。这就需要先行了解倾听艺术的含义以及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作
用，然后再结合相关信息，对倾听艺术在高校思政教育的应用提出合理建议，以期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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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辅导员肩负着为学生实行思政教育的职责，通过对近来状

况的分析得知，现代高校学生都属于 00 后，其各方面思想见解都
会与辅导员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也会与 90 后之间存在差异，并
且在行动方面也会充满个性化，问题思考过程过于跳跃。假若仅是
注重对以往管理模式的应用，单方面的理论讲解与框架式的要求，
就不能切实保证思政教育目标的达成，反而还容易激发学生的逆反
心理，这就需要高校辅导员结合实际，采取相应的教育模式，加强
高校思政教育质量成效。 

1 倾听艺术的内涵 
倾听艺术最早是从心理学角度提出的，主要是指倾听者在倾听

的过程中，通过对倾听对象的语言、动作、声音等媒介和信息的分
析与观察，进行信息的收集，获得对被倾听对象心理状态的把握和
了解，进而为心理咨询和教育奠定基础。对于高校辅导员来讲，在
思想政治教育中实施倾听的艺术也是如此，通过更好的倾听，了解
和把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状态，拉近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获
得学生的心理认同和接受。 

2 倾听在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中应用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2.1 有利于增强思政工作的实效性 
在高校教育管理的具体实行中，思政教育属于其中的基本环

节，思政教育可以作用到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促进教育教学理想
中成效的实现。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学生了解政治方向。促进其
发展为具备复合能力的新中国建设者，先决条件是表现出高度的道
德素养，秉持本身正确的思政观念，具备良好的自制力。所以在高
校思政教育环节，融入心理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完善本身人生三观，
促进高校辅导员逐步强化本身岗位技能和职业素养，并快速实现工
作目标。 

2.2 有利于保证思政工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国内人力资源培养相关政策指出，想要保证高校教育教学质

量，辅导员就应当切实知悉学生的心理发展动向，明确容易在高校
生群体中出现的心理发展问题，然后再借助适宜可行的对话方法，
给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倾听是心理工作发展中的基本要素，得到心
理疏导方面的充分融入，其显著性得到专业心理工作的大量证明，
在消除学生逆反心理、心理发展障碍、发掘心理动向、明确言行意
图等方面会起到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那么在具体的思政教育环
节，假若辅导员表现出高度的倾听技能，便会高效率处理师生间沟
通难的问题，也会在精准辨别学生心理动向的同时，给学生进行有
针对性地思想引领。 

3 倾听在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政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3.1 乐于倾听 
从心理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倾听是应当具备的基本要素，在双

方想法互换方面会发挥出无可替代的促进性。如果说倾听是一项技
能，就会呈现强与弱的不同。在具体的高校思政教育环节，不能把
倾听确定为工作任务来完成，而是要以十足的耐心和恳切的态度进
行客观考虑，在倾听学生表述个人想法时，无视对方的存在或用肢
体语言表示想法不同，就难以保证沟通合作的有效性。也难以满足
教学要求。那么在与学生共同合作，并倾听对方表述时，就应当在
基本倾听的同时，也应以适当时机从心出发，与对方进行想法的互
换。其实辅导员应当考虑到的是，在高校思政教育环节，假若是未
能对学生表示理解与关注，也就难以与学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心理

沟通，使得双方沟通不存在现实意义。因此在具体倾听环节，辅导
员就应当以十足的耐心，和恳切的态度与学生进行友好的眼神对接
和心灵对话，如此一来，学生便会真切感知到来自教师的重视与关
爱，进而消除逆反态度，与教师进行内心想法互换，赢得教师理解
与帮助，从而妥善解决师生沟通难的问题。 

3.2 善于换位思考，保持共情 
共情是充分发挥倾听艺术显著效用的最佳措施，基于这样的考

虑，高校辅导员就应当提高本身倾听技能，消除一言堂的姿态，与
学生进行平等的思想交流，需要从学生的角度进行思考，从客观角
度来观察学生，对于学生的异常或偏激言行表示理解，同时将这种
理解作出换位思考式地阐释，促进学生感觉到教师的重视与关注，
使学生能够完全接受自身的不完美，进而建立逐步完善自我的信
心，如此一来，便会切实体现共情和良好沟通的显著效用，引导学
生心理的良好发展。 

3.3 及时反应，适当点拨 
高校辅导员在与学生交流思想，倾听学生见解时，辅导员便会

处于倾听的状态，即便如此，这也属于积极地倾听，在此环节，教
师需要向学生作出适时地回应，借助表情、动作等鼓励学生继续发
表见解，洞悉学生的心理动向及其需求。在此前提下，就需要把学
生略显偏激的见解做出正确引领，促进学生建立良好的人生三观。
在心理疏导环节，辅导员需要充分发挥本身引导者的职能，不能完
全为学生输出方法，而是应当在适时环节，作出正确的点拨和方向
引导，促进学生在正确思考中，达到逐步改进优化自我目的。 

3.4 注重在倾听中合理保持沉默 
在平时的教育教学环节，辅导员都的倾听对学生发言，如果学

生的发言内容不合理，辅导员就表现出情绪激动的现象，此时辅导
员应当对这种激动情绪进行控制，表现沉默的姿态，这样可保证学
生在发言中进一步感受到本身作为知识探索者的主体地位，并且在
不影响原则的基础上，辅导员就不能中断学生发言，也就是说，在
倾听非常专注的条件下，不能打断对方说话。除此之外，还应作出
强调的是，尽管辅导员在情绪上进行控制，在态度上保持沉默，但
也应借助肢体动作给学生赞赏，以真正意义上的倾听，给学生进行
引领和激励。 

结语 
在高校辅导员思政教育环节，融入倾听艺术非常必要，辅导员

应对此作出进一步了解，做进一步考虑。结合本身工作的情况及其
发展动向，结合学生具体表现及其发展需求，融入适宜的倾听艺术，
以此为思政教育活动的良好开展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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