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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能力展示 
——以应对和处置学生宿舍发生电脑被盗为例

姚明全 许 潇
（郑州财经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0）

【摘 要】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学生宿舍盗窃是发案率较高的一种案件，如何正确地应对宿舍盗窃事件，管理
关口前移，有效挽回学生损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高校治安工作任重而道远，保护师生
财产安全需要高校多部门统筹规划，做好高校顶端规章制度的设立，积极落实宿舍的各项管理措施，辅
导员要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变化动态，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和安全防范教育宣传，加强对学生三观的正确引
导，有效避免盗窃事件的发生。本文以案例形式，通过整理处理宿舍盗窃事件整体的步骤，以期帮助高
校建立良好的治安环境和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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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舍楼内，于是，请求宿管阿姨的帮助，即查看带出

宿舍的每一台电脑，留意可疑人物，特别是留意进出宿

舍的外来人员。向宿管中心申请并由公安机关配合执行，

搜查可疑楼层。

2.6 安抚学生情绪，避免事态扩大化
作为学生的辅导员，在该事件发生之初，要第一时

间给予学生情感上的支持，取得他们的信任，并让班委

配合做好学生情绪安抚工作。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

要妥善处理学生之间的关系，避免同宿舍学生相互指责，

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要及时跟踪事件处理进程，第一

时间将结果告知相关学生。

2.7 联系学生家长，告知事情经过
让家长到校共同协助处理该事件。收集好各项事迹

材料，如：事件发展经过相关记录、安全责任状、家

长承诺书、家长申请书等。所有通话记录和录音一定要

保存。

2.8 常态化召开安全主题班会，提高学生宿舍安
全防范意识
辅导员要教导学生正确对待宿舍的偷盗事件，并从

中意识到一些问题。比如，要提高自身的财产安全意识、

养成出门落锁的好习惯、随身携带宿舍钥匙、不把钥匙

随意交与他人等。召开主题班会，意在让学生自我总结、

自我教育、自我成长。

3  案例反思与启示

3.1 学生缺乏财产安全防范意识
上课之前，同宿舍同学先后离开宿舍出现不锁门的

现象；部分学生午休不锁门；夏季不少学生敞门而睡；

部分学生带社会人员进入宿舍……这些都暴露出学生财

产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的问题，这就给盗窃者创造了可乘

之机。事前防范优于事后处理，如何做好预防工作是我

们要面对的问题。高校相关职能部门以及辅导员要加大

对学生财产安全预防的工作力度，通过开展财产安全主

题班会、宿舍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提高学生的财产安全

1  案例概况描述

2019年的某个周日，下午三点多，来自我院 2019
级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两名男生反映，下午宿舍有两台电

脑被盗，宿舍内其他学生物品安然无恙，宿舍门锁没有

被撬痕迹，经询问之后，发现是同宿舍的一名学生留在

宿舍门头上的钥匙丢失所致，经过询问与观察，排除宿

舍内盗可能，初步认定是其他人拿此钥匙打开宿舍门进

行盗窃。

2  案例分析处理及解决措施

2.1 保护好现场
电脑丢失后，立刻在宿舍门前设岗看守，阻止学生

围观，不能触碰盗窃分子可能留下痕迹的门柄、门框、

桌椅、床头柜等。严禁学生进入宿舍，立即封闭室内现

场，等待公安部门专业人员到达现场。

2.2 向学校保卫处反映，同时向公安保卫部门报案
向学校保卫处请求协助，直到公安部门同志到达现

场。积极协助负责侦察破案的公安部门相关人员，向他

们反映异常，提供线索，如实、客观、准确地回答他们

提出的问题。并陪同学生一起，随警察同志到派出所做

详细笔录，并完善相关手续材料。

2.3 向院领导反映情况
在案件发生后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并做好事件进

程记录。领导高度重视，与电脑被盗的学生单独进行了

沟通与交流，了解整个事件的全过程，给予事件处理的

指导意见，并时刻关注事态的发展。

2.4 调取监控，查找疑点
向学校保卫处申请调取并查看监控录像，保卫处给

予了大力支持，调取了十号宿舍楼门前及宿舍楼周边的

监控录像，并陪同学生一起认真、仔细地查看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显示被盗的两台电脑还没有被带离宿舍楼，相

关监控录像也没有显示任何疑点。

2.5 申请搜查可疑楼层
十号宿舍楼的相关监控录像显示，被盗电脑应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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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意识，通过成立学生安全预防小组、进行安全预防

演练等形式切实增强学生的应对能力。只有这样，才能

营造安全有序的学生宿舍生活环境 [1]。

3.2 注重大学生道德品质的提高和健康人格的塑造
在人才培养这个问题上，大学首先培养的是“人”，

然后才是“才”。大学是学生增强本领、增长见识的关键

时期，也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

期，由于上大学前长期处于被家人保护的状态，初入大

学的学生对独立生活容易出现不适应的现象，极易诱发

心理问题。在这个时期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价值

引领十分必要。辅导员是管理者也是育人者，处于和学

生密切联系的第一线，和学生既是师生也是朋友。辅导

员要致力于塑造当代大学生的健康人格，关注学生的心

理健康状况，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培养学生的审

美趣味，切实提高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3.3 深层次挖掘宿舍被盗事件背后原因
高校是传播知识和智慧、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神圣地方，但是近年来学生宿舍盗窃案件频发，

已经成为困扰高校治安秩序的突出问题。学生宿舍发生

盗窃事件关系到每一个学生的切身利益，关乎学生人格的

健康状况，高校相关部门及辅导员要给予足够重视。高校

要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力度、法治教育力度以及查处

打击力度，辅导员要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和财产安全教育，

相互配合从而遏制高校宿舍盗窃案件的上升态势 [2]。

4  案例建议

4.1 慎重处理宿舍盗窃事件，疏导学生情绪
辅导员老师在处理学生偷盗事件时，面对的不仅仅

是偷盗这一件事，同时应该着眼于学生心理及学生前途

命运等多个方面，与学生一起冷静、客观地分析、处理

和解决问题。尤其要注意的是要控制事态的发展，没有

足够证据时不能妄下判断，避免学生之间相互猜疑，以

至于失去信任。处理此类事件，最重要的就是要配合相

关调查部门还原事实真相，与学生敞开心扉、平等交流，

用爱和责任去感化因一时邪念而做错事的学生，用关怀

和同情去安抚财产受损失学生的内心。这样才能保证学

生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让步，共同解决问题，并在今后

的日子里和谐相处。

4.2 建议每个楼层安装监控设备，杜绝此类事件
发生
在楼层安装监控设备可以全天候、多方位地进行实

时监控录像，对学生行为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对不法

分子起到监督和震慑作用，有利于宿舍安全管理。可能

有人会认为这样会侵犯学生隐私，但在屡禁不止的财物

被盗事件面前，某种意义上隐私的价值位阶要低于财产

安全的价值位阶。只要严格把关调取查看监控的程序，

学生对楼层内安装监控还是可以接受的。

4.3 电脑等贵重物品带出宿舍楼，要进行实名
登记
这一措施学校一直以来都在实施，但是执行上不是

很彻底。在这次事件中发现，学生把电脑带出宿舍时虽

然也进行登记，但是，宿管阿姨并没有做到查看学生证

件核实再进行实名登记，存在安全隐患。

4.4 安装宿舍楼门禁，刷校园卡进宿舍
学校应当在防盗设施的健全上给予应有的重视，在

宿舍安装门禁，实行刷校园卡进宿舍楼，不仅能够有效

防止盗窃事件的发生，还能够对进入宿舍推销商品、发

放传单、传播邪教等行为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5  结语

目前高校辅导员的学生管理工作涉及的宽度越来越

广泛，不仅包括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党团和班级

建设、学风建设、学生日常事务管理、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研究等，还

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以及校园危机事件应对。此外，

高校辅导员的学生管理工作的深度也不断增强。从以

上案例的处理过程来看，提高高校辅导员队伍处理危

机事件的能力很有必要，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引导学生树立较强的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安全知识 
和能力。

综上所述，新时期提高高校学生安全知识和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从目前高校学生安全知识和能力培养的现

状来看，还存在安全防范意识薄弱、法律常识不足、难

以应对突发事件、心态容易浮躁等问题，需要引起高校

相关部门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足够的重视 [3][4]。本文主要

提出了加强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高校学生

形成科学的安全意识观以及健全高校相关管理机制三种

提升高校学生安全知识和能力的途径。在今后，还需要

相关专家学者从更多层面展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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