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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高校辅导员与学生有效沟通的因素及对策
杨红艳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6

【摘 要】：高校辅导员是我国当代大学生在校园内的良师益友，对大学生在校园内的发展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实

现高校辅导员与在校大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可有效增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进而保证大学生在校园内可以的得到良好的

发展。但是当前高校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为了有效加强两者之间的沟通，解决其中的矛盾，想问

将提出几条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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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是当下大学生在学校学习过程中最直接的

管理者，其主要的工作内容除了管理在校大学生的日常起居

之外，其还负责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进而有效提升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在管理和教学过程中，高校辅

导员都需要和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进而保证相关工

作可以得到有效开展。

1 实现高校辅导员和大学生之间有效沟通的作用

作为大学生在校园内的人生导师以及知心朋友，高校辅

导员应当时刻关注在校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以及生活状态，有

效了解大学生的想法，并在大学生遇到困难时帮助其将困难

有效解决。因此，高校辅导员要想保证以上工作内容都可以

得到有效落实，加强其与大学生之间的沟通质量是至关重要

的。并且除了上述内容之外，加强双方之间的沟通还具备很

多其他的作用，对保证大学生的稳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下文将对加强双方之间沟通的作用进行阐述。

1.1 有效增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通过提升高校辅导员和在校大学生双方之间的沟通水

平，可有效增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例如当下高校大学生

对工作、爱情的要求都比较强烈，但是在真正到社会上之后，

就会发现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和一份合适的爱情是非常困

难的，进而很容易对大学生造成打击。所以在校期间辅导员

就可以经常与学生进行沟通，进而不断为其答疑解惑，满足

其对相关社会知识的需求，从而帮助学生对当今社会有一个

更加全面地认识，有效提升其社会适应性，使其不那么容易

被挫败感所击倒。除此之外，通过双方之间的有效沟通，学

生也可以不断在交流之中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且也可以更

加准确地对自己进行评价，进而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1.2 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建设有积极作用

当前我国大学生患抑郁症的比例比过去高了许多，其主

要原因就是因为学生不乐于、不善于沟通导致心中的苦闷无

法得到有效发泄，进而使其患上抑郁症。因此高校辅导员应

当通过提高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水平，进而有效提升对学生的

生活学习现状有一个准确地了解，进而在沟通过程中可以有

效帮助学生缓解其所承受的压力，该种方式对于保证学生的

心理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当代大学生并不

是没有与他人交流的欲望，而是其沟通水平太差，进而表现

出其比较孤寂。所以针对这类学生通过加强沟通，可有效锻

炼其沟通能力，进而使其可以更快地融入到集体当中，并在

集体交流的过程中有效提升其沟通与交流的能力，使其在交

流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发表自己的看法[1]。

1.3有效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当前的在校大学生其所面对的问题同样非常多，例如学

习压力、交友压力、工作压力等等。这些问题对于学生当下

有效开展学习工作来说，并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如果

不处理好相关问题，学生可能会被困扰很长时间。因此通过

高校辅导员这个大学生的良师益友来和学生进行有效沟通，

进而保证学生合理的需求可以得到有效满足，进而帮助学生

有效解决相关问题。并且通过有效交流学生的阅历以及知识

面都可以得到有效的丰富，进而为其的未来发展提供相应的

保障。

2 导致辅导员和学生沟通无效化的原因

虽然保证双方之间沟通的实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

意义，但是在真正将相关工作落实的过程中，进场会出现一

些问题导致双方之间的沟通无效化，严重影响两者之间的沟

通质量。下文将对沟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

2.1双方关系不对等

沟通关系不对等是当前阻碍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之间

沟通有效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高校辅导员毕竟还是高

校的工作人员，所以在沟通过程中还是会存在上级命令下级

的情况，进而导致学生的发言权被剥夺，双方所传递的信息

也就会失真，沟通会变质，直接在双方之间形成沟通障碍，

对实现双方的有效沟通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并且除了地

位的不对等之外，因为大学生和高校辅导员之间的数量差距

也过于悬殊，导致辅导员不能精确地将其所要表达的信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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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传达给大学生，进而导致辅导员的意思被曲解，大学生与

辅导员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严重，双方之间进行交流都非常

困难。

2.2 沟通方式不当

在实现双方有效沟通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一方沟通方

式不当导致双方无法进行有效交流，沟通方式不当这种情况

不仅仅是存在于学生方，部分辅导员也经常会出现沟通不良

以及沟通技巧不够完善的情况。但是以为高校辅导员所肩负

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其不仅仅是要有效解决大学生生活中

遇到的问题，还需要有效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其提升思

想道德水平。因此有效提升高校辅导员的沟通技巧也是当前

辅导员所要做的工作之一。除此之外，因为高校辅导员的不

仅仅只有这一项任务，其工作内容非常复杂，工作量也非常

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其没有相应的时间去与学生进行沟通

和交流。不过部分辅导员也存在着责任心不强、工作积极性

不高等问题，进而导致在沟通过程中，辅导员的沟通态度相

对较差，难以有效保证沟通质量，甚至会加重双方之间的沟

通矛盾。

2.3 人际情感缺失

在当下我国高校当中学生主动找到辅导员进行沟通的

次数少之又少，双方主动沟通的主要原因还是学生因需要去

找辅导员开具相关证明或者办理相关手续，很少出现因为在

学习或者生活中遇到困难去找辅导员进行沟通。所以在双方

沟通过程中，人际情感缺失非常严重，对保证双方之间的有

效沟通具有非常消极的影响。并且辅导员在于学生进行沟通

或者安排一些事情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求，

进而导致学生的根本利益没有得到保证，导致双方之间的矛

盾不断加剧。最后导致与辅导员之间产生非常严重的隔阂。

3 实现高校辅导员和学生之间有效沟通的措施

3.1 充分尊重学生，满足学生实际需求

要想实现高校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尊重学

生，以学生为本是辅导员必须做到的。通过以学生为本的理

念开展相关教育工作，进而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在双方进

行沟通的过程中，双方一定要保证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交

流，在学生表达想法、看法的过程中，即使学生所表达的观

点有失偏颇，辅导员也应不要急着否定，在学生说完之后以

更加合理的方式指出学生的错误，从而才能保证学生对辅导

员更加理解和信服。除此之外，在与学生进行交流或者布置

任务的过程中，辅导员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利益，进而使其

可以更认同辅导员的观点，开展相关工作的过程中也不会是

机身的利益受到损害，对双方之间沟通状态的有效发展具有

非常积极的作用[2]。

3.2丰富沟通形式，保证沟通实效性

当前辅导员和学生之间沟通质量较差的原因还有一点

就是在和辅导员进行面对面沟通的过程中，部分学生往往会

因为紧张的原因导致其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而导致

沟通效果也相对较差。所以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辅导员

应当主动丰富沟通形式，有效缓解双方的沟通压力，进而保

证学生可以更积极地与辅导员进行沟通。例如，在校期间辅

导员可以有效利用微信、QQ 等社交软件开展相关的沟通工

作，甚至可以通过邮箱建设匿名信箱，学生可以以匿名的形

式向辅导员提出问题，辅导员在通过邮箱对其进行回答，从

而有效降低两者之间的沟通压力，实现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

有效沟通[3]。

3.3提升辅导员的沟通水平

在开展沟通工作的过程中保证辅导员具备责任心以及

良好的沟通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因为工作任务繁重就将

压力施加到学生身上。在双方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辅导员应当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保证该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及时给予学

生反馈，进而有效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

益友。除此之外，高校也可以定期举办提升辅导员沟通水平

额培训活动，通过培训有效提升高校辅导员的沟通技巧，进

而保证其可以与学生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在日常生活中也可

以更有效的了解学生的生活状态、学习状态。

结束语：

综上所述，增强学生与辅导员之间沟通的实效性对保证

学生可以得到良好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通过以学生

为本的理念开展沟通工作，有效丰富沟通形式并提升辅导员

的沟通水平，充分保证双方之间沟通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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