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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媒体时代“95 后”大学新生的学风建设问题日益引起高校的重视，班导师和辅导员两支队伍发挥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两者的协同工作将影响其综合作用效果。在目前新生学风建设中要明确辅导员和班导

师的角色定位，并建立系统优化、重点突出、机制完善的全天候育人协同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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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ve Analysis of Collaboration of Instructors and
Tutors in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 of Fres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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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 of freshmen born after 1995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
tention from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in the new media age． Instructors and tutor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and their collaboration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comprehensive
results． The paper clears about the role orientation of instructors and tutors，and puts forwards some
suggestions and work thoughts of collaboration about system optimization，emphasis on key point，
mechanism improvement，and full － tim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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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ipad 和智能手机等网络智能终端的普及，网络信息时代已全面到来，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和

模式不断受到冲击，高校教育工作也随即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遇。特别大学新生的学风建设问题，日

益呈现出新的特点和难点，引起各高校的重视。学风，简言之即学习的风气，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

出来的学习态度、精神面貌、做事风格、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等诸要素的综合体现。优良学风一旦在大

一形成，就会在大学四年持久发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利于学生自我人格的塑造; 会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学生来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进而激励他们树立学习精神，提高自身素质，尽快成才。学风不仅是学

生个体和群体的求学的表现，更是一个学校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治学精神。



辅导员和班导师是学生进入大学后接触最早、最频繁的人，在学生的大学生活适应阶段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在大一的学风建设中也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辅导员和班导师的工作各有重点，但又相

互交叉，因此，研究两者的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全面育人的教育合力，成为目前高校进一步推进大学新生

学风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挑战与问题

“95 后”大学生的特点给大学校园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方式。他们热情开放、存在强烈的独立意

识、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强、思维活跃、成才观念更贴近社会标准。这对新生的“学风”建设提出了

新的要求和挑战。
( 一) 新媒体和智能终端普及

从国外的 Facebook、Twitter，到中国本土的“微博”和“人人网”，无数高校学生都为之风靡。［1］以个

人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可以实时传播个人感兴趣的个人或他人的信息，网络已经渗透到现实生活中的方

方面面。伴随互联网长大的“95 后”，在进入大学之前就通过各种渠道详细了解自己心仪的大学。社交

网络为大学生的自我认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比较方式。［2］特别是近年新媒体和

智能终端普及，上网更加方便，可以随时随地地上网。网络不但爬到了凌晨 1 点宿舍的床上，更坐到了

上午 9 点钟宽敞明亮的教室中，网络已经把学生牢牢地锁住。学生游走在网络和现实之间，成为虚拟世

界和现实世界的一个关键节点，一旦学生对课堂或自习的内容失去兴趣，他很快就退入网络中。这对新

时期的课堂建设和学风建设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
( 二) 理想大学与现实大学的差距

对于大学的认识，从小到大，都是家长、老师和亲朋好友们告诉学生的。尽管自己也在网上了解了

很多信息，但真正来到大学，才发现现实的大学远非那么理想，大学也是“没有上锁的保险箱”。大学的

学习任务也不轻松，有人考 90 多分，有人不及格。大学里也是高手如林，周围的同学和自己一样优秀甚

至超过自己。大学里社团很多，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自由。毕业后会怎样自己也是茫然失措，就业、考
研还是准备出国? 大学远不是之前想象中的样子，这种落差让大学新生在迷茫中摸索。高中只要专心

学习准备高考，到了大学后除了学习，自己还要学会选择，学会照顾自己，学会生活，学会自立，学会协调

学习和其他所有这些重要的事情。这既是对学生的挑战，也是对身为新生辅导员和班导师的挑战，要帮

助新生应对这些挑战，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
( 三) 大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

大学扩招后，更多的高中生有机会进入大学继续学习，大学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各地纷纷建立起

“大学城”，大学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学校园与当地社会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大学不

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大学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同时，各种社会现象也在大学校园中纷纷上演。同

时，网络的发展，也拉近了学生与社会的距离。各种社会风气不断影响着新入校的大学生，影响着个性

和心智正在发展中的大学生。一些好的社会风气可以很好地促进大学教育的成果，而一些不良风气会

给大学教育带来坏的影响。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也在影响着大一新生的学风建设问题，新的读书无用

论还占有一席之地，各种拼爹现象、官僚作风都给大学的学风建设带来了不良影响。好的社会风气润物

细无声地滋润着大学的学风建设，而不好的社会现象会在新媒体社会下无限放大而给大学的学风建设

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尤其刚刚结束高中生活，自认为成熟的大一学生，更容易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

更需要辅导员和班导师的正确引导。

二、辅导员与班导师在大学新生学风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在高等院校，大学生的管理工作形式可以大致归纳为四种: 第一种，学校聘用专业任课教师或专职

学生担任班导师; 第二种，每个系配备一名专职辅导员统管学生工作，班导师只承担辅助性工作; 第三

44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



种，每个年级按照一定师生比例在刚毕业的大学生、在读研究生、离退休教职干部中选配专职或兼职辅

导员; 第四种，严格按照教育部 24 号令要求，以大于 1∶ 200 的比例配备专职辅导员，同时每个班级配备

一名兼职班导师。［3，4］这四种形式适用于不同规模、不同时期的高校需求，但总体而言，目前采用第四种

形式来开展学生工作的学校比较多。从大学新生学风建设的角度，这是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 一) 辅导员的角色定位

教育部对辅导员的定位是德育教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以及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

者和引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辅导员的角色定位是十分清晰的。辅导员工作职能源于政治工作，是党

加强对高校领导的一项政治工作。当前，高校学生工作的具体任务通常由辅导员担任。辅导员是学生

教育和管理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辅导员工作贯穿于保证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各个必需

环节。高校对辅导员工作任务和内容的具体要求，从业务上可以分为思想政治教育、班级管理和辅导咨

询服务三大块内容。这些具体工作增进了辅导员与高校内专业教师、班导师、行政人员等其他教育工作

者的交流，在扩大辅导员工作外延、丰满辅导员形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辅导员的政治角色

和任务。
总之，辅导员在大学新生的学风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是比较清晰的: 高校辅导员是党的基层工作干

部，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5］要引领青年学生形成胸怀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积极向上的良好学风，

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进新生学风建设，引领新生学习的“风向”。
( 二) 班导师的角色定位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和高校招生大规模扩张，各高校纷纷选聘一部分专业课老师担任班导

师，在引导新生角色的转变、学业引导、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班级日常工作的管理上协助辅导员做好学

生工作。［6］一直以来，特别在高等学校，“教书”和“育人”一直分得比较开。专业教师特别强调“教书”
而不怎么重视“育人”，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讲授而很少去做“课下”的思想引领和政治辅导工作。而

辅导员的工作天天围绕着“育人”转，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和载体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 而对专业

知识领域很少涉及。这也使学生在遇到问题找老师时自然分类咨询。从某种意义上讲，班导师的任务

正是要弥合这一鸿沟。目前，从各高校选拔班导师的标准来看，班导师们大都是一些业务能力比较棒，

专业知识比较扎实，同时在学校各种活动中十分积极，热心与学生交流的专业教师，是先天具有辅导员

的某些优势的专业教师。特别针对目前“95 后”入校后新的学习特点来看，班导师的工作更加重要，与

普通教师和辅导员相比，在新生的学风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班导师的工作任务也比较明

确，从让大一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的学生生活入手，促进其全面适应大学生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

观，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班导师的角色定位也比较清晰: 以学风促成长，通过学业引导和辅

导促进新生良好学风的形成，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在学风的建设过程中。

三、现状与分析

近年来，为了解决大学新生学风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各高校普遍比较重视班导师队伍的建设，也

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这得益于班导师在学风建设中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及班导师与辅导员的共同努

力。随着工作实践的深入，越来越强烈感觉到在新生的学风建设上，班导师和辅导员的协同工作问题还

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需要进一步地优化。
( 一) 协作太少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清华大学设立政治辅导员以来，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辅导员的工作相对比较成

熟，有独立的一套系统和模式，有较好的工作传统。而大学的班导师队伍却是近年来才重新被认识和启

动的，符合目前的时代特点，但相对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模式。因此，班导师们在新生的学风建设问题上，

基本上都是处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状态。而辅导员的工作相对有自己的系统，基本上按固有的

模式开展一些学风建设的工作，很少有机会与班导师讨论配合和协作的问题。在目前的新生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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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常出现类似的、重复的工作，辅导员和班导师都在强调相似的东西; 同时，还存在一些班导师和辅

导员都忽视了的“盲点”。这种分工和配合的协作机制不够完善。
班导师队伍基本上是在学校教务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而辅导员是在学校学生处领导下开展工

作的。班主任通常负责的是 30 人左右的班级生活指导、学习指导。而辅导员负责的是年级 200 人左右

的心理素质、思想道德意识方面的引导。［7］虽然目前很多负责人，包括班导师和辅导员，认识到了在新

生学风建设问题上班导师和辅导员之间的协作不够，但一直还没有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没有比较成熟

的经验。
( 二) 沟通不足

班导师与辅导员之间的沟通还不是很通畅。据调查，做得好的单位，全体班导师与辅导员之间的正

式交流一学期也不超过 3 次。个别班导师会在期中考试或期末考试后主动与辅导员沟通一下，而辅导

员也基本上是在考试成绩出现一些问题时才想到与班导师沟通。班导师们忙于教学科研等工作，辅导

员忙于各种会议和处理学生的各种问题。班导师的最小年龄也不小于 30 岁，而辅导员的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在双方的交流上，班导师们不够主动，辅导员们不够自信。自然而顺畅的沟通一直难以建立。
班导师和辅导员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在新生的学风建设上，双方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

( 三) 优势不突出

在新生的学风建设问题上，班导师和辅导员各自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新入校的大学生，对

大学的学习生活比较迷茫，对专业领域急于认识和了解，而班导师大都是各单位的教学科研骨干和活跃

分子，因此，对大学新生来说，班导师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因此，这个时机十分宝贵。班导师的专业介绍

和学业引领，将为新生良好学风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辅导员大都是学生时代的优秀骨干或思政

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比大学新生大不了几岁，容易被学生接纳，有能力、有条件引领新生的思想动向。而

且在大学新生刚入校这个时机，辅导员具有天然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具有优势从思想建设上引领新生的

学风建设。而目前的现状是，班导师也忙于引领新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辅导员也焦急地想让学生尽快

认识专业，两方面一起忙碌着帮学生们处理各种大学适应期的不适和问题。这样一来，辅导员成了大班

导师，班导师成了小辅导员。［8］由于协作太少、沟通不足，班导师和辅导员没有真正意识到各自的核心

优势，没有把最大的优势发挥在最恰当的时机上。
( 四) 权责不清

学生工作涉及面广，涉及高校各个部门，而辅导员与班导师分工不明、权责不清，工作中的盲目性和

被动性导致内部矛盾的产生，如果不能及时沟通，容易束缚手脚。一方面，如果班导师管得过多过细，特

别在学生党团组织建设方面，容易干扰整个年级的工作部署和节奏。而班导师也会陷入烦琐的班级事

务中，难以集中精力搞科研，从而失去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部分班导师有名无实，不担任本班教学任

务时，和学生接触极少。遇到班级内部工作，学生只能找辅导员商量。［9］在专业引导和课程学习方面，

班导师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没有在学习方面的评奖评优中决策的主导权。而在党团组织建设和学生

骨干培养方面，辅导员也没有决定性的主导，常常碍于情面，受到班导师的影响。

四、思考与建议

新生学风建设工作涉及面宽，影响因素复杂，需要系统规划和设计，需要协同创新。
( 一) 系统规划，明确责任

新生的学风建设工作需要系统规划，合理安排，至少在学院层面需要在班导师和辅导员的工作之间

进行合理分配和督导，要明确在不同阶段不同内容上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在管理上要相互协作、支持和

配合。比如，通过制定辅导员和班导师工作职责，明确责任与分工，但对交集部分的工作要清晰化和精

确化，分清主辅。通过系统制定全校各项学生工作的工作手册，特别对一些事务性工作，明确各个环节

的责任人，从而达到合理分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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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目标一致，重点突出

服务育人是班导师和辅导员共同的职责，只是工作重点和途径不同而已。辅导员从年级着眼，以班

级为单位，进行宏观的协调和管理。班导师从班级入手，以每个学生为单位，引导学生健康成长。辅导

员要充分发挥良师益友角色的特色，发挥年龄优势，选取有效途径来加强对学生思想的教育引导，帮助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班导师要发挥专业优势，做好专业引导和职业规划，在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

时，培养学生的爱国观念、职业理想、创业意识。当然，辅导员和班导师要注重优势的转换和打造，协调

处理好重点工作与一般工作的关系。
( 三) 完善机制，有条不紊

完善班导师辅导员的协同工作机制，制定班导师与辅导员定期交流制度，共同努力，发挥合力。对

于班级情况，就教学与思想加强交流; 而年级层面要健全学生的学习监督和管理机制，规划好大一新生

的各种活动。建立辅导员与班导师沟通交流的平台和载体，通过沟通相互支持，共同为学生成长成材营

造良好氛围。比如在学院层面定期召开辅导员和班导师生活会、研讨会以及共同参加培训使他们能够

共同探索学生工作的规律和方法，从而更好地发挥两支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 四) 关注网络，全天候育人

尽管网络给我们的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新的机会。融入网络生活已经是大势

所趋，所以班导师和辅导员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关注网络，并利用好网络。而且要学会在网络及各种新

媒体上与学生交流，融入学生的网络生活，建设好网络世界的“学风”。要打造校园网、广播电视、平面

纸媒、飞信、微博、手机报等全方位全天候的育人环境和教育平台。

五、结语

应当看到，新形势下，针对新生的学风建设的新问题，班导师和辅导员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尽

管在工作的协同配合上还有待提高，但工作交叉重叠的内在原因是班导师和辅导员都有强烈的工作热

情。因此，在调整和探索新的工作思路时，保护班导师和辅导员的积极性和热情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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