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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助理，简称班助，作为老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及

老师的左膀右臂，是全班学生的组织者、领导者、教育者和健康

成长的引路人。对于刚步入大学的大一新生而言，面对着环境和

教育方式的改变，他们常常出现生活习惯、学习方法和人际交往

等诸多的不适应，那么对于大一新生适应性问题，一个好的班助

对其积极引导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1]班助的选拔主要来源于两

类，大多数的班助都是从高年级的优秀班干部中选拔出来，普遍

具有较强的管理领导能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同时具有丰富的

社团活动经验，能够帮助班主任顺利处理班级开学事务。其次便

是考虑高年级党员学生，在加强新生班级党组织建设工作的同

时，了解思想情况，指导班级团组织建设，做好团组织的推优工

作。另一方面，做优良学风带头人，还可以提高学生党员自身的

素质。[2]本研究以某医学院 2020级新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研

究掌握医学院不同专业新生对新生班助的需求及满意度，分析

其成因及改进措施，为建立新生班助的遴选和考评机制提供参

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某医学院不同本科专业新生共计 406 人。

1.2 方法

1.2.1抽样方法 某医学院不同本科专业新生共计406人。用配

额抽样法，对护理学、康复治疗学、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工程、预

防医学、制药工程、助产学七个本科专业的学生，按照专业人数

比例约为 2.5：1：5.8：1.2：1：1，从各专业分别抽取 76 人、30

人、175 人、35 人、30 人、30 人进行问卷调查。

1.2.2 调查方法 自制《医学院新生对班助的需求及满意度调

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一般资料、需求及满意度

调查表两部分。问卷由通过问卷星和学习通进行线上发放和回收，

本次调查共放发问卷 406 份，回收率为 100%，有效率 100%。

1.2.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AU 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和

分析，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

2　调查结果

2.1 新生与班助间维系关系的时间长度

表1     新生与班助间维系关系的时间长度

表 1 显示，大部分人与班助的联系在班级选举出班委后就几

乎没有了，而和班助的联系保持一个学期及以上的占比不多。

2.2 新生向班助咨询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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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新生向班助咨询的主要内容

表 2 所示，新生入学和班助咨询中最多的是关于校园社团文

化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新生刚迈入大学校园亟待了解大学的

校园文化。其次是对专业学习方面的咨询，同时对未来就业去向

也很关注。

2.3 新生认为班助最需具备的素质和条件

表3     新生认为班助最需具备的素质

表4     新生认为班助需具备的条件

由表3、4可知，新生认为班主任助理最需具备的素质依次是

沟通能力、品德及工作能力。希望班助工作中雷厉风行，生活中

善解人意，能及时有效地帮助其协调处理问题。另外新生们对班

助都很看重，期望值比较高。在班助需具备的条件上，高达92.36%

的新生希望班助是相同或相关专业，并且最好是学生干部。另外

希望班助是女性的比例也明显高于男性。

2.4 新生认为现任班助已具备的素质

表5      新生认为现任班助已具备的素质

表5    显示，超过半数的新生认可现任班助的亲和力、工作能力、沟通能

力，但在创新精神方面还亟待加强和提高。

2.5 新生对现任班助工作满意度调查

表6      对班助工作方式、工作能力、工作态度的满意度调查

由表 6 所示，学生对班助不同阶段展开的各项工作总体上感

到满意，可见班助确实履行了自己不同阶段的职责。

3　结论

时间 迎新报道 军训结束 班委选举
入学三 

个月

一个学期

或更长

百分比 8.37% 23.65% 44.09% 14.78% 9.11%

内容
校园文化

生活

专业 

学习

情感 

咨询

党团  

方面

就业  

去向

休闲娱 

乐等

百分比 30.79% 24.63% 7.39% 10.84% 21.92% 6.16%

需具备

素质

乐观  

向上

亲近  

力强

工作能

力强

沟通能

力强
品德好

创新  

精神

学习能

力强

百分比 11.08% 30.54% 54.19% 65.27% 54.93% 10.34% 32.02%

条件 男班助 女班助
相同或相

关专业
学生干部 学生党员

百分比 31.03% 68.97% 92.36% 93.84% 12.32%

需具备

素质

乐观  

向上

亲和  

力强

工作能 

力强

沟通能 

力强
品德好

创新 

精神

百分比 64.04% 63.05% 70.44% 73.89% 76.35% 7.39%

满意程度 工作方式 工作能力 工作态度

满意 84.24% 83.74% 88.67%

一般满意 13.79% 13.30% 10.35%

不满意 1.97% 2.96%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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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帮助新生尽早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

班助对于新生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新生思想工作方面。意识反

作用于物质，班级思想建设是班级建设的前提。通过班助的组织

与管理，建立良好的班级荣誉感，以及强烈的集体责任感，并建

立正确的班级舆论导向。

通过新生向班助咨询的问题来看，最多的是关于校园文化生

活，新生刚刚从“三点一线”的高中模式迈入开放式的大学校园，

新生对校园文化生活充满了兴趣和好奇，迫切需要班助在生活作

风、学习态度及思想意识中做好引导和表率，以身示范传播正能

量，在潜移默化中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

其次是专业学习，医学专业有着一定的神秘感，受新冠疫情

的影响，很多人填报志愿时抱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使命

感选择了医学专业，有的只是对专业概念一知半解，真正进入专

业角色后，自然想要全方面地认知，故而大部分新生希望班助必

备条件便是与自己相同或相关专业。在与班助的沟通交流中，班

助的专业思想和理念也会影响甚至动摇和重建他们的专业和职业

认知和信念，因此一个具有稳固专业思想且学业扎实的班助尤为

重要。

3.2 缓解班主任工作压力

班主任通常由专职教师担任，由于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投

入在班主任工作上的精力有限，在处理新生班级事务时往往时间

地点形式上随意性较大，甚至鞭长莫及[4]。班主任助理兼有学长

和师长的双重身份，权威性高于普通学生干部，因此有利于加强

班主任工作的时效性，在开学伊始与新生的密切接触中，沟通能

力和工作能力强的班助善于发掘一批领导能力强、表现突出活跃

的同学，在竞选班委及学生会干部时可作为“伯乐”进行举荐，成

立班委后，可帮带一段时间，协助新班委快速成长起来并履行职

责，这也解释了大多数同学在班委选举行后就与班助失去交集的

原因。

4　讨论

要想发挥班助的积极作用，还需加强对班助的管理和规范。

只有班助自身的综合素质良好，才能更好地帮助管理班级。为此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制度先行。学校和学院应出台健全的新生班助遴选、培训、管

理和考评机制，使班助工作规范化、具体化、可量化。

4.1 人员选拔。设置遴选条件，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学生党

支部根据特长、爱好、性格特点等进行初筛，对于学生党员及入

党积极分子优先选拔，最后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

4.2 人员培训。入选学生要进行统一规范的培训。由学工处、

分团委等学生管理部门进行学生工作制度、职责及内容培训，分

享学生管理技巧和经验，学习安全知识及技能，通过考核合格后

方能上岗。

4.3人员管理和考核。班助毕竟学生，在思想及行为上也会存

在诸多不成熟，因此班主任和辅导员要做到放手不放眼，一方面

给予充分的信任和肯定，不过多干涉学生管理，让其在新生中树

立起威信，让其施展才能，另一方面要及时纠正其学生管理中的

失当行为，摆正学习和工作的关系，调整心态，尽量不影响和耽

误其专业学习。学校和学院颁布有力的奖惩制度，通过新生、班

主任、辅导员的三方考评新生班助的工作质量，考评优秀者颁发

证书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同时将在各类评优评先中如入党积

极分子评选中优先考虑。同时也可作为预备党员转正的必备依据。

班主任助理是新生管理工作的生力军，一定程度上成为新生

工作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新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能以端正的思想、积极地态度投入到

大学生活中去[5]。

我们应当不断完善班主任助理队伍建设各项制度，明确班主

任助理选拔、培训、管理、考评等具体工作，落实好对班主任助

理的物质和精神激励，提高工作的积极性长效性，确保班助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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