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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类专职辅导员学生工作的开展 
曹  莹 

（青岛黄海学院 艺术学院  山东青岛  266555） 

摘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把辅导员队伍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目前，许多艺术类高校都在尝试更新工作方法，尽管如此，艺术类学生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所以针对艺术类学生工作该如何开展
的问题，笔者以自身工作经验为例，就艺术类专职辅导员的管理工作进行分析和探讨，揭示艺术类学生的管理问题，为方便艺术类
高校辅导员未来工作的开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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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教育部高校录取数据统计，2019 年我国本科生数最多的三大

学科门类为工学、管理学、艺术学，共占全国本科生招生总数的 60%，

其中艺术学占 10.11%。然而艺术类学生由于群体的特殊性，尽管在

高校中发展和改革多年，但在管理的过程中仍然还会迸发出许多现

实性问题，加上日新月异的环境变化、社会生活模式的转变，导致

每一批次录取的艺术类学生的脾性都有所不同，逐渐呈现出多样

化、复杂化的趋势，这就对专职辅导员的工作能力要求更高。 

一、艺术生在高校发展现状 
截止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国目前有 3005 所大学，其中普通

高等学校 2740 所，本科院校 1258 所、高职（专科）院校 1482 所、

成人高等学校 265 所、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有 31 所，其中 6

所为双一流高校，还有 17 所院校有参照独立设置艺术院校单独组

织专业课考试的资格。所以目前艺术类人才在社会需求的驱动下占

比逐年增多，许多艺术类院校都处于扩大招生的状态，综合类大学

也纷纷开设艺术相关专业，艺术类学生已成为普通高等学校组成的

重要部分。 

（一）个性突出，共性较差 

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艺术类学生普遍个性都比较突出，敢于

发表内心见解，敢于展现自己的外在，在校园里看到奇装异服、五

颜六色头发的学生往往就会划分于艺术生。艺术生确实由于培养模

式的特殊，导致很多学生班级集体意识较差，学校荣誉感较差，凝

聚力不强，更多的是追求个人的喜好。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高校舆

情不断出现的原因。学生对于外来事物的包容性强，在一定程度上，

感性大于理性，感性会牵引大家转变思想，影响行为，再加上现在

互联网技术十分发达，学生“说话”的渠道增加，对于胡乱发言的

后果不清晰，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些行为违反校规校纪，从而影响个

人的发展。 

（二）思想多元，情感丰富 

国内目前艺术类专业包括设计、音乐、美术、动画、舞蹈、戏

剧、播音主持等，在设计里还包括平面、环境、室内、景观、建筑

设计等，所以由于学科门类多、专业特殊，艺术类学生在学习和培

养的过程中接触的国内外讯息较多，致使他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

能力十分迅速，国外是一个思维比较开放的国度，学生往往在各国

思想碰撞后，自身思维会出现多元化的局面。这就导致在中国教育

的体制下，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统一变成高校管理者的重点任

务。 

（三）专业课强，文化课弱 

艺术类学生普遍存在专业课能力较强，公共基础课、选修课兴

致不高的情况，例如很多艺术生对于英语都十分恐惧，面对大学的

四六级考试则需要准备很长时间，也有部分学生认为文化基础课对

于以后就业作用不大，在认识上有所偏颇，认为只有学好专业课才

能够好就业，在毕业面临选择的时候才会发现各种不足，例如想考

研、考公需要审查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成绩单不理想惨遭淘汰。 

（四）培养模式改变，学习目标不明确 

在大学生活中，由于课程设置与之前的小初高教育模式不一

样，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力变多，这就导致很多学生更加迷茫。有学

生会选择成为学生干部，有学生会选择感兴趣的社团生活，有学生

会选择专攻学习，比如准备专转本、研究生、公务员考试等，有学

生会选择接一些专业类私活或者做项目挣钱，还有学生会选择懒

惰，旷课、打游戏等。大学的上课模式给予学生太多选择和诱惑，

在失去升学压力后，学生自身的自制力和积极性都有所下降，只有

很少一部分学生能够保持初心，在高校中“混文凭”的学生也不在

少数。 

二、艺术类学生培养新对策 
（一）管理者提升自身专业素养 

辅导员应当积极主动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专业能力、沟通交

流能力、心理疏导能力、学业指导能力、危机事件应对能力等，将

培养优质学生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在面对 00 后大学生开放程度

高、主体意识强的特点下，自身要与时俱进，主动了解和接收新事

物，包括当下学生中流行的东西。另外还需要将自己定位准确，对

教育和管理的认识深入透彻，不停留在表面，有经验的辅导员更要

杜绝“倚老卖老”、全凭经验管理学生的现象。 

（二）改变和创新工作方法 

对症下药，针对艺术类学生的特点开展工作。始终围绕“以学

生为本”的理念，一切从学生出发，将理论教育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改变学校与学生传统的相处模式，努力为新时代下学生的学习、生

活创造新平台，让艺术类的学生既保持自身个性，又能够适应高校

发展模式，尽最大努力培养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在如今互联网十分发达的情况下，要充分利用好网络平台，可以通

过网络线上会议、QQ、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软件构建与学生之

间的联系。同时要教育和引导学生注意网络言论，做合格网民，对

于辅导员来说还需要掌握网络危机事件的应对方法，避免高校出现

不必要的舆论事件甚至违法事件。 

（三）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辅导员不能仅仅只工作自己日常的事情，要积极主动的与教学

口联系，与各系部主任对接，从教学和管理两手抓学生工作，积极

引导学生改变专业思想，解除学生只重视专业课而忽略文化课或者

德育的情况。注重艺术类学生的思想性建设、心理问题干预，在遵

循艺术生发展规律的同时进行教育工作。 

结论 
随着艺术生数量的急剧上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学生思维模

式转变，辅导员任重而道远，每个辅导员都肩负着教师和管理的双

重身份，在双重责任的驱使下，只有不断更新工作方法，掌握艺术

生的思政教育规律，才能为中国高校艺术类学生的管理工作添砖加

瓦，尽管现在面对艺术类学生的管理工作方法还未完全成熟，但我

相信将来一定能够克服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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