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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大学辅导员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夏琼，马著彬，张玉忠，王劲，曾行德 

（南方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学院医学影像系，广州 510515） 

 

    摘 要：大学辅导员作为重要的一线教育管理工作者，如何科学、客观地分析高校学生工作的发展趋

势和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人性化工作理念， 是关系到提高教育管理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大学生 辅导员 心理 专业素质 

 

  1.与学生建立融洽的关系 

  当代大学生心理时常出现苦闷与烦恼，渴望与人交流思想。辅导员虽然是大学生的领导者、教育者，

只有与学生平等相处，才能得到学生的信任与尊重。否则，就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给工作造成困难。

辅导员要放下架子，与学生进行内心的交流。当学生遇到困难、思想出现问题时，要及时给予帮助和指导;

要努力使自己融入学生群体，与学生建立密切和谐的关系，在群体中影响和带动群体。这样，辅导员布置

的任务，安排的工作，学生们才会服从辅导员的安排。特别是对于非强制性的、单纯行政命令无法涉及的

工作和任务，更能体现出辅导员的作用。工作实践证明，辅导员与同学们关系融洽与否，直接影响着班风

的好坏和工作成绩的优劣。另一方面，辅导员在与同学们建立密切关系的同时，必须确立自己的角色意

识，在群体中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让学生感到你可亲可敬又可信。八小时是辅导员的上班时间，也是学

生的上课、自习的时间，除了教学工作、班级重要工作外，彼此之间的接触较少，有时候会演化成一种例

行公事。因此，辅导员在进行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应合理利用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经常深入

教室、宿舍、操场等场所，多参与学生的课余活动，注意了解学生学习、生活、思想动态、人际关系等方

面的情况，尽可能多地掌握学生的第一手材料，既能密切师生关系，又能增强学生辅导工作的针对性与实

效性。 

  2.做好新生入学教育及管理 

  新生初来学校，新的环境、新的任务、新的角色、新的教学模式以及缴费上学、毕业后自谋职业，有

部分学生认为进入大学后认为可以放松一下，这些问题导致了新生的迷茫与困惑。因此在新生中可通过入

学教育、主题班会、报告、座谈会，同时开展职业意识的启蒙教育。比如请院内知名教授举办专业教育讲

座，使他们了解到所学专业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和重要位置。同时请高年级的学习标兵结合自己在学校学

习的亲身体会及感受给他们现身说法。使学生尽快适应学习生活、树立信心，促进优良学风形成。 

  3.做好学生班委会工作 



  在一个班级中，班委会对这个班的学习、生活、娱乐及班集体的一切活动起着重要作用。以学生班级

干部为核心的学生骨干队伍是建设好班集体的基本力量，具有双重角色特点，在班集体管理和建设中有着

无法替代的地位，同时也是辅导员进行班级管理时的左膀右臂。优良班风、学风的形成有赖于班干部的倡

导。因此，辅导员要重视这支队伍的建设和培养。选拔政治思想素质高、专业知识结构好、组织管理能力

强、协调合作能力强、群众威信高的学生担任班委会、团支部干部。要与有关部门共同培训学生骨干，着

力提高学生骨干的综合素质。督促、教育学生骨干培养“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与全

班学生携手搞好班集体建设。建立、健全班委会、团支部制度，注意增强二者的凝聚力。 

  4.多与学生心理沟通 

  在大学生中，因学习、生活、恋爱、经济、人际关系、就业等问题，产生了许多心理矛盾，有的思想

困惑，有的自暴自弃，有的产生逆反心里，有的由于心理障碍导致精神疾病，甚至产生自杀念头，走向轻

生的道路。 

  辅导员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及兄弟姐妹，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全心全意地为同学分忧解难。

在这种互动的爱的传递中，走近学生，更容易被学生接纳。 

  辅导员要多深入学生生活与同学多交流，多了解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态，给学生多点关

爱、帮助。在交流过程中留意学生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把其中合理的建议及时向学校转达。 

  对不同时期的学生在心理特点上进行分析、总结、归纳，以掌握学生的心理活动，对其心里上的不安

有所了解，如新生面临角色、生活及学习环境的改变，会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应。往后由于学生对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基本形成，在学习、人际关系、社会活动、感情等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最后一年实习阶

段，面临就业的恐惧、考研的徘徊、毕业的失落会产生一些不安。对于特殊的学生及时及早发现思想根

源，找出原因，及时沟通，予以相应的措施。 

  5.建立若干制度，使工作规范化 

  认真做到“三个到位”，努力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宣传教育到位，行动落实到位。为使工作逐步规范

化，还要建立若干制度。如学生基本信息登记制度，便于辅导员掌握和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出现突发事

件，也便于和家里取得联系；辅导员的例会制度，即通过定期的例会，布置工作，检查工作，交流信息，

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时在班级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中，大家彼此警示，也可以为

解决问题寻找到有益的启示。此外，还有定期的班会和班委会制度；深入课堂和寝室制度；保一方平安的

消防安全教育检查制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到场和报告制度；个别谈心谈话制度；出勤制度，了解各班

出勤情况，使我们能及时掌握各班学习情况，使工作更有针对性；考试制度，强调考试纪律等等。 

  6.专业上的辅导 

  医科大学的学习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及特殊性，进入大学后，并不是每个大学生都能很快适应，很多学

生一进大学就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了，在学习中没有目的性，对医学基础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部分学生

学到临床专业课程时，才知道基础知识的薄弱，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以致基础知识学得不够扎

实，所以一开始辅导员要提前给学生打“预防针”，加强指导学生对基础课重要性的认识。大学生的学习

不仅要求理解、巩固知识，还要在学习中正确处理课本知识与课外知识、专业知识与操作技能的培养。辅

导员应注意加强对学生知识结构方面的指导，根据专业特点、专业要求指导、督促学生恰当地把握学习的

总体方向和各个环节，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7.搞好课外活动，培养综合能力 

  在保证正常的教学效果之外，适当安排一些课外活动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动机。大学教育不仅是给学生某种专业知识和谋生就业

的技能，而且要提高学生各种综合能力，以便走向社会能更快更好的适应社会及工作环境。开展内容充实

的班集体活动、社会公益活动、文娱活动、体育活动，学会表达、交流和组织的能力等，建立和谐的人际

关系，培养高尚的情操。加强对善恶、美丑、是非的辨别与引导，让他们全方位得到锻炼，提高综合素

质，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为今后立足社会缩短社会化进程夯实基础。使当代医学大学生真正具备好的思想

道德素质、医学科技素质、身心素质、文化素质，培养出21世纪符合社会需求的综合素质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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