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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辅导员加强
大学新生学风建设的新举措

周果子，陈　军

（湖南大学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要：“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辅导 员 持 续 落 实 和 推 进 学 风 建 设 责 无 旁 贷。基 于 高 校 辅 导 员 的 职 责 定 位

与“三全育人”的关系，文章分析了影响 大 学 新 生 良 好 学 风 形 成 的 主 要 因 素，提 出“三 全 育 人”理 念 下 辅 导

员对大学新生学风建设的相关思考，以期为高校辅导员贯彻落实“三全育人”理念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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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至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 为 中 心 环 节，把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贯 穿

教育教学全 过 程，实 现 全 程 育 人、全 方 位 育 人，

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２０１７

年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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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新形势下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的 意 见》正 式 提

出“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教育工作者因势而

动，积极开 展 研 究 和 探 索。艾 楚 君 等 人 研 究 了

“三全育人”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提出要健全

机制、形成育 人 合 力，把 握 理 路、实 现 全 过 程 融

通，搭建平台、实 现 教 育 资 源 有 效 整 合，构 建 体

系、实现大中 小 学 思 政 课 一 体 化 的 有 效 衔 接 等

破解路径［１］。何青松提出加强构建高校辅导员

“三全育人”精 准 育 人 路 径 体 系，建 议 扩 展 育 人

主体、构建全员育人格局和多元协同育人体系，

遵循规律、构建全过程精准育人管控体系，多层

次创新路径、着 力 构 建 全 方 位 育 人 路 径 实 践 体

系，为优化高 校 辅 导 员 精 准 育 人 路 径 体 系 提 供

可行性方案［２］。刘素贞论述了高校辅导员角色

定位与转型，认 为 辅 导 员 作 为 高 校 思 政 工 作 一

线教师，要找准自己在高校 “大思政”中的新定

位，成为全员育人的骨干力量，做思 想 政 治 教

育和管理工 作 的 组 织 者 与 育 人 资 源 的 协 调 者，

成为全过程育人的融通力量，做学生全面成长

的指导者与持续发展的推动者［３］。武建伟等人

从坚定职 业 自 信、提 升 职 业 技 能、恪 守 职 业 道

德、厚植学习 理 念 等 方 面 探 索 辅 导 员 与 大 学 生

新型生态 关 系 发 展 路 径［４］。刘 兴 祝 等 人 认 为，

高校辅导 员 应 将 岗 位 职 责 融 入“三 全 育 人”［５］。

学风建设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举足

轻重的一环，是师生探索知识、研究学问的方式

方法与风格［６］。高校重视学风建设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 本 任 务 的 重 要 抓 手，也 是 贯 彻“三 全 育

人”教育理 念 的 关 键 举 措［７］。辅 导 员 作 为 一 线

教育工作者，要紧密协调学生与学校、学生与教

师、学生与家 长、家 长 与 学 校 之 间 的 关 系，肩 负

起学生日 常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重 任［８］。近 年 来，

入职高校辅 导 员 的 门 槛 越 来 越 高，普 遍 要 求 政

治面貌是中 共 党 员，且 具 有 硕 士 或 者 博 士 学 位

和较强的沟 通 能 力。虽 然 他 们 学 习 能 力 强、科

研水平突出、政治思想过硬，但是高校辅导员如

何从优秀的 学 习 者 转 变 为 优 秀 的 教 育 工 作 者，

面临新的挑战。基于高校辅导员的职责定位与

“三全育人”的关系，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

大学新生的特点和影响良好学风形成的主要因

素，提出“三 全 育 人”理 念 下 高 校 辅 导 员 对 大 学

新生学风建设的一点思考与探索。

　　二、影 响 大 学 新 生 良 好 学 风 形 成 的 主 要

因素

　　大学阶段，学生拥有富余的自主学习 时 间

和自 由 的 生 活 节 奏，强 调 自 理、自 制、自 立、自

强。大学新生 入 校 后，将 经 历 从 高 中 生 到 大 学

生的角色转 换，需 要 尽 快 调 整 好 心 理 状 态 与 学

习方式，培养 良 好 的 学 风，扣 好 大 学 阶 段 的“第

一粒扣子”，逐 步 让 自 己 成 为 学 习 的 主 体、生 活

的主人。

为了掌握大 学 新 生 的 特 点，本 文 选 取 湖 南

大学电气与 信 息 工 程 学 院２０００级 新 生 为 调 研

对象，共回收有效问卷５１１份。问卷结果显示：

７４％的学生毕业于重点高中；２６．６３％的学生没

有寝室生活经历；４４．０３％的学生在高中时被家

长灌输“上了大学就自由了，考上大学了就随便

玩”的思 想；６８％的 学 生 没 有 独 立 自 主 选 择 专

业；７６％ 的 学 生 认 为 大 学 课 堂 不 太 有 趣；

４６．７７％的学生不知道每天该做什么；４４％的学

生只想做自 己 喜 欢 的 事 情；１８％的 学 生 通 宵 打

游戏或 者 追 剧；４５％的 学 生 有 迟 到 早 退 记 录；

２０％的学生有旷课记录；４６．１８％的学生每月生

活费超过１　５００元；３％的学生每月生活费超过

３　０００元；９４．３８％的 学 生 认 为 合 理 安 排 晚 自 习

有助于同学 之 间 相 互 交 流、逐 步 制 定 学 习 计 划

并依计划完 成 学 习 任 务；８０％的 学 生 认 为 大 学

阶段应该拓展多方位能力。从这些数据可以看

出，该院新生的生源质量较好，对大学生活满怀

憧憬和期待。经 过 激 烈 的 高 考 选 拔，新 的 优 秀

群体已经形 成，但 是，部 分 学 生 自 控 力、自 理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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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强，对大学课程的难度认识不够，对所学专

业的感情不深，学习的动力不强，对生活消费需

求较高，学习风气整体不佳。

因此，本文对 影 响 大 学 新 生 良 好 学 风 形 成

的主要因素 进 行 了 分 析 总 结，发 现 主 要 表 现 在

以下几方面。

首先，学习 生 活 模 式 的 转 变。中 学 生 学 习

以听课、作业、答疑为主，教师长时间陪伴，生活

由家长或者 学 校 安 排，时 间、空 间 相 对 固 定，学

生被非常严格的作息制度所约束。而大学生学

习以听课、实 验、实 习 为 主，不 同 课 程 的 作 业 和

答疑不尽相同，兼有学术讲座、兴趣小组和社团

活动，生活自 理，学 生 脱 离 了 教 师、家 长 的 陪 伴

和督促，在时间分配上容易顾此失彼，滋生懈怠

心理。区别于“填鸭式”与“教师严格督促”的中

学教育模式，大 学 课 堂 往 往 是 相 对 开 放 和 自 由

的大班授课，教 师 在 课 堂 上 往 往 难 以 照 顾 到 每

位学生的学 习 进 度。对 于 缺 乏 自 主 意 识，没 有

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而言，课前若不做准备，课

堂上可能就 听 不 懂，从 而 导 致 课 后 作 业 也 无 法

按时完成，在 多 次 作 业 拖 延 或 答 疑 缺 位 或 考 试

挂科后，学生在心理上会逐步产生落差感，进而

出现厌学心理。

从学习生活 模 式 上 来 说，大 学 生 与 中 学 生

的主要区别 在 于 时 间 上 增 加 了 自 由 度，自 主 选

择性更强。大 学 学 习 生 活 模 式 的 特 点，要 求 新

生熟悉大学 的 规 章 制 度，尽 快 适 应 学 习 生 活 模

式的转变，明确目标，科学规划，主动学习。

其次，授课特征的转变。中学授课的时间、

地点固定，教 学 内 容 以 教 材 为 主。而 大 学 授 课

的时间固定，但 同 一 门 课 程 在 一 周 内 一 般 只 有

２节或者４节课，地点也大多在不同的教学楼、

不同的教室，教学内容方面教材只是作为参考，

嵌入了很多 体 现 学 科 前 沿 和 思 想 引 领 的 内 容，

课堂 教 学 方 式 由 粉 笔 板 书、ＰＰＴ 、雨 课 堂、

ＭＯＯＣ等线下、线上灵活组合。

大学课程内容丰富、手段多样，教师发挥主

导作用，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大学的授课特征，

要求学生履行学习主体职责，课前认真准备，在

课堂上与教师加强互动，课后完成复习和作业，

通过刻苦钻 研 激 发 求 知 欲 和 学 习 兴 趣，促 进 良

好学风形成。

最后，在高 中 阶 段，手 机 被 严 格 限 制，而 进

入大学后，课堂学习和会议以外的大部分时间，

手机是自由 使 用 的。现 代 社 会 网 络 发 达，各 种

游戏、ＱＱ、微 信、抖 音 等 ＡＰＰ吸 引 并 消 耗 了 大

学新生的很 多 宝 贵 学 习 时 间，同 时 可 能 误 导 他

们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从而影响大学

新生的学习态度而败坏学风。

　　三、“三 全 育 人”理 念 下 辅 导 员 加 强 大 学 新

生学风建设的新举措

　　教育部 出 台 的《普 通 高 等 学 校 辅 导 员 队 伍

建设规定》（第４３号 令）明 确 指 出，辅 导 员 肩 负

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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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工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校园危机事件应

对、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研究

等九大职责。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的“三全育人”体系体现了高等教育立德树人

的内在要求，深 化 了 对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规 律 的 认

识，强化了 对 人 才 培 养 的 系 统 性 要 求。辅 导 员

的职责定位与“三全育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一）发 挥 辅 导 员 主 导 作 用，联 系 教 师、家

长、朋辈，构建全员育人架构

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是学风建设的黄金时

期。辅导员是 与 大 学 新 生 见 面 最 多 的，也 是 学

生联系班 主 任、任 课 教 师、教 辅 人 员 的 重 要 向

导，要结合大 学 新 生 形 成 良 好 学 风 的 主 要 影 响

因素有计划地搭建好全员育人平台。针对学习

生活模式的转变，辅导员应发挥好主导作用，对

新生进行理 想 信 念 教 育，帮 助 新 生 明 确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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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通过促膝谈心拉近与学

生的距离，成 为 学 生 信 任 的 引 路 人。辅 导 员 要

与任课教师 紧 密 联 系，增 强 任 课 教 师 教 书 育 人

的使命感和调动任课教师的积极性。辅导员要

经常与班主任互动，共同参加军训动员、开学典

礼、每月班会和考前动员，帮助新生更快地了解

并熟悉专 业。辅 导 员 要 积 极 与 家 长 保 持 沟 通，

向家长讲明大学与高中在学习生活模式方面的

差异，宣传 学 校 的 最 新 发 展。辅 导 员 要 动 员 高

年级学生发挥“传 帮 带”的 精 神 和 示 范 作 用，加

强同龄人之间的交流，营造“朋辈相伴”的氛围，

成立学生干部团队，树立优秀典型，让新生能够

真切感受身 边 榜 样 人 物 的 示 范 作 用，帮 助 新 生

更快适应大 学 生 活，形 成 主 动 学 习 理 念。针 对

大学的授课特征，辅导员可以通过定期查课、查

寝、设置晚自习等措施，督促学生养成良好学习

习惯，激励新生尽快适应大学学习节奏。同时，

辅导员可以 提 前 了 解 新 生 生 源 地 资 料、家 庭 信

息等，初步掌握学生情况，报到时召开家长座谈

会，建立线上家长群，及时解答家长疑惑并获得

家长协助。对于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要及时建

档立卡，定期 谈 心 谈 话，做 到 心 中 有 数，并 在 出

现问题时与家长协同解决。通过举办学习主题

活动，如学科沙龙、“学霸”讲堂等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让学生自觉自愿担当学习主体职责，将被

动的知识接 收 转 变 为 主 动 的 知 识 获 取，由 此 构

建辅导员为主导，班主任、任课教师、优秀学长、

家长等全员 参 与 的 育 人 架 构，在 大 学 第 一 学 期

形成良好学风，后期持续跟进，确保学风建设稳

步推进。

（二）重视高等教育阶段性特征，把握“以人

为本”教育理念，实现全过程育人

全过程育人关注的重点是教育中的时间序

列，强调育人的阶段性、完整性。学风建设贯穿

大学新生从入校到离校的学习成长全过程。针

对每学年学 风 建 设 中 的 突 出 任 务 与 典 型 难 关，

辅导员需要有的放矢地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与任

务，遵循大学 生 成 长 成 才 规 律 与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规律，开展阶 段 性 的 学 风 建 设，真 正 做 到“因 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并把“以人为本”的

教育理念贯穿学风建设始终。

第一学年，辅 导 员 要 主 动 把 握 入 学 教 育 规

律，循序渐进 地 设 置 学 风 教 育、校 园 文 化 建 设、

诚信教育、社会实践等相关内容，帮助新生适应

大学生活，使 其 能 够 在 最 短 的 时 间 内 了 解 专 业

前景、明确学 习 目 的、确 立 发 展 目 标，并 制 定 出

相应的学习计划与阶段性规划。合理设置晚自

习，引导 帮 助 新 生 逐 步 养 成 自 主 学 习 的 习 惯。

通过谈心谈 话，掌 握 新 生 状 态，总 结 经 验，尽 早

干预“亮红灯”的学生。动员班委组建以寝室为

单位的学习 小 组，培 养 互 帮 互 助、问 题 导 向、主

动学习的良 好 风 气。随 着 年 级 增 长，学 生 成 绩

会呈现明显 的 差 距。二 年 级，辅 导 员 通 过 学 业

预警对后进 生 开 展 定 点 帮 扶。三 年 级，部 分 学

生已有明晰 的 专 业 规 划，或 将 经 历 焦 虑 期 与 抉

择期，辅导员要给予学生耐心教育与引导，鼓励

优秀学生积 极 申 报 并 参 与 创 新 创 业 项 目，提 高

综合素质与 实 践 能 力，引 导 处 于 迷 茫 中 的 学 生

结合自己与家庭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计划。四

年级，辅导员要及时清查学生的学业完成情况，

对于有毕业困难的学生及早干预与帮扶。

经过大学四 年 的 历 练，应 已 涌 现 出 大 批 各

具特色的优 秀 学 生 典 型，辅 导 员 可 以 及 时 整 理

优秀学生案例，多渠道进行宣传，营造浓厚的学

习氛围，传承优良的学风，实现全过程育人。

（三）落实学风建设常态化，践行“十大育人

体系”，打造全方位育人体系

辅导员要努 力 实 现 学 风 建 设 工 作 常 态 化。

大学阶段的学习不应局限于课堂知识，德行、心

智、能力要 全 方 位 提 升。辅 导 员 要 将 学 风 建 设

的维度向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服务、资

助、组织等“十大育人体系”扩展，多维度共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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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协同发展，系 统 营 造 良 好 学 习 氛 围，培 养 全

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辅导员可以 对 接 专 业 实 验 室，打 造 多 元 实

验平台，开展专项讲座，为大学新生提供了解课

程、了解专业的机会，让学生在刚入学时就对专

业有清晰认 识，为 日 后 科 研 实 践 打 好 基 础。辅

导员应 当 多 鼓 励 新 生 参 加 学 生 组 织 和 学 生 社

团，让新生在实践中锻炼多种能力，进行全方位

学习。辅导员可以发挥新媒体优势，通过线上、

线下方式大 力 宣 传 优 秀 典 型，定 期 宣 传 优 秀 学

子，开辟在线 答 疑 板 块，为 新 生 答 疑 解 惑，以 新

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学风建设工作。后疫情

时代，辅导员要引导新生适应线上教学，善用网

络获得更新的信息。线下可以定期开展主题班

会，邀请优秀学生分享学习方法，定期组织答疑

会，邀请任课教师解答新生学习上的疑难，在年

级内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

　　四、结语

辅导员的职责定位与“三全育人”的关系非

常密切。大 学 新 生 对 大 学 生 活 充 满 憧 憬 与 期

待，但历经紧 张 的 高 中 生 活 和 激 烈 的 高 考 竞 争

之后，容 易 产 生 懈 怠 情 绪，学 习 生 活 模 式 的 转

变、大学的不 同 授 课 特 征 等 影 响 着 新 生 良 好 学

习风气的形成。辅导员作为“三全育人”主体之

一，要发挥主 导 作 用，联 系 教 师、家 长、朋 辈，构

建全员育人架构；重视高等教育阶段性特征，把

握“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实现全过程育人；落实

学风建设常态化，践行“十大育人体系”，打造全

方位育人体系，促进良好学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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