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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高校辅导员如何“玩转”朋友圈
打造网络思政教育平台的工作案例探索

杨梅青

（东莞理工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本文探讨了高校辅导员如何运用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打造网络思政教育平台，以应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减弱的问题。

通过高校中的具体案例，分析了学生小 A 因现实挫折而沉迷网络，辅导员通过微信朋友圈进行网络思政教育的过程与成效。辅导员通过

分享感悟、互动评论、鼓励尝试等方式，引导小 A 正视现实、重拾自信，并积极参与现实生活。文章最后总结了网络思政教育的经验与

启示，包括提升思想认识、搭建有效平台、加强自身技能培训等方面，为高校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教育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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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面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与认同

感不断减弱的情况下，对新时期高校辅导员开展思政教育提出的

新要求。高校学生因对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的高度接受能力，以

及对时事热点异常敏感且反应速度极快，不仅是要辅导员真正实

现教育阵地“线上线下”双双融合，更是对辅导员开展教育的方

式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如何能实现“网络”与“思政教育”

目的的共同推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网络思政平台，以及如何能

随时随地进行思政教育宣导，让辅导员达到知行合一、立德树人

的效果，是当下高校辅导员需要深度思考的课题之一。

【案例介绍】

一、案例陈述

学院小 A 同学在正式进入大三之后，由于专业课程安排的内

容减少，空余时

间增多，本身就对新鲜事物感兴趣的她，开始出现手机“上瘾”

的现象。经同寝室同学反映，小 A 经常玩手机到深夜，总是看到

她在翻看周围人的微信朋友圈，而且对于别人发布的朋友圈进行

评论，有时希望室友也一起加入讨论。时间一长同寝室的同学都

不愿意与她进行交往交流，偶尔几次深度聊天也是希望小 A 能够

更加关注自身成长，加强学业，而并非是花时间通过网络了解身

边的人，但小 A 对室友的方式表示不能理解，也因此与室友关系

渐行渐远，经常独身一人学习、生活，室友因此对小 A 表示非常

的担心，向辅导员寻求帮助。

二、案例背景

辅导员在接到小 A 室友的咨询之后，经过交谈，逐渐了解小

A 发生转变的时间主要在到大二下学期。第一重打击是在学生组

织干部竞选中落选，第二重打击是自己向往的实习单位一直没有

录用下文，连着两件原本有希望的事情双双落空，让本身自信的

她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开始抱有一种“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

比不上别人”的态度，甚至对别人如果比自己做得好的话也会产

生强烈的嫉妒心。同时，在与小 A 沟通过程中发现，辅导员发现

小 A 本身对网络资讯有着异于常人的热情，她认为网络上的讯息

可以帮助她更加全面的了解一个人、掌握一件事。同时，互联网

的信息风雨带给她持续的新鲜感更让她在大三的迷茫期感受到充

实与刺激，短暂的麻痹可以让她不用专注学业，不用关注自身成长。

小 A 也表示微信朋友圈是可以让她对身边的人有进一步的了解的

地方，因为她坚信网络上的每个人都是更加真实与自由的，更愿

意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相比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她更愿

意相信朋友圈里的世界。因此在自己发布了朋友圈之后，也会更

加关注别人的每一次互动，别人是否给自己点赞，是否给自己进

行了动态评论等等。

三、问题关键点

在全面了解事情经过之后，辅导员发现小 A 的变化主要来源

于对实际困难的无法接受，只能将注意力放在网络上进行短暂麻

痹，因此要帮助小 A 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关键点主要有两个，

一是如何引导小 A 从心理上接受真实的自己，悦纳自己；二是如

何用合适的方式帮助小 A 打造更加真实的人际交往圈。

【案例分析处理】

面对小 A 室友的诉求，一方面希望小 A 能够回归正常的学业

和生活，另一方面也希望辅导员能够帮助小 A 重新树立自信心，

主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结合小 A 爱刷朋友圈的特点，让朋友圈

化身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打开多种视角，展示另一种风景，

是当下帮助小 A 最有效的方法。

一、依托一个平台，分享一些感悟

微信朋友圈作为当代大学生展示生活学习、记录心路历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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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方式之一，是辅导员与小 A 最直接、主要的交流方式。借此，

辅导员与小 A 室友定期更新朋友圈内容，通过图片、文字及视频

等方式，展示自己关于学习、社会实践、实习兼职以及职业发展

等方面的经历，主题多样、内容积极向上。同时，也转发一些正

能量推文，结合自己的故事，诉说一些生活中的小困惑、小难题，

让小 A 意识到困难不是只发生在自己身上，每个人都会有受挫的

时候，从而进一步产生共鸣，也就更能引导小 A 关注自己内心真

实的感受。并且由浅及深的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关于“勇气”“成长”

等心智及认知方面的内容，引导小 A 进行思考，帮助她正确认识

自己在人生路上的失败。

二、给予一些关注，评论多种美好

互动是增加彼此粘性的方式之一，微信朋友圈的点赞与评论，

都是体现彼此关系的载体。对于小 A 的情况，在发现小 A 在人际

交往中非常“求认同”的一点后，辅导员与小 A 便给予了她更多

的关注，无论积极点赞，还是及时评论，都是让小 A 在感受自己

被老师与室友关注的同时，主动进行互动。如当小 A 发布一条关

于想要去运动的朋友圈时，底下的评论便会是一次邀约；当小 A

发布一条关于人生思考题的朋友圈时，底下的评论便会是一次宽

慰……只有让她真正感受到来自周围人的善意时，小 A 才会对他

们放下戒备，产生想要相信对方、融入对方的想法。

三、鼓励多次尝试，挖掘自身闪光点

在多次的互动过程中，辅导员发现小 A 对朋友圈的展示方式

有着非常独特的见解，不仅有文采，还多喜欢用剪辑软件整合素

材制作小视频。因此在互动过程中，辅导员也积极鼓励小 A 将此

项兴趣爱好延伸至更广的层面，比如后期制作、自媒体运营等方面，

真正做到将爱好与个人发展联系起来。在学校及学院开展相关比

赛时，辅导员多次鼓励小 A 进行参与，虽没有取得理想成绩，但

在一次次的尝试中，她看到了自己与专业的差距，甚至学会了总

结与反思，将精力投入下一次的努力中。并且在学院的一些宣传

活动中，小 A 也逐渐愿意主动参与，作为工作人员为活动开展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将关注点从外界内化于心的过程中，小 A

逐渐对自己恢复了自信，也更愿意去面对挫折，接受挫折。

【经验与启示】

网络思政教育作为线下思政教育的延伸，在方式方法上为辅

导员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平台，也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新时代

网络思政教育已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一个非

常重要的部分，面对当下思想新潮，获取资讯迅猛的大学生，了

解学生、因材施教变成了重中之重。

一、提升思想认识明确新时代角色转变

新时期发展阶段，辅导员要首先强化认识，进一步明确作为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的主体角色的同时，更要强化网

络思政重要性与必要性的意识。要在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中，让媒体平台成为网络思政教育的载体，合理开发、灵活运用。

在网络思政教育引导过程中融入传统思政教育精髓，有效筛选网

络信息，掌握好信息使用“度”，展开良好、融洽的互动与谈心

谈话工作。

二、搭建有效契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

要改善传统思政教育缺乏吸引力的问题，除了要依托学校建

立的网络平台载体外，要进一步掌握学生媒体平台的使用情况，

如微信、小红书、网易云音乐等等，一方面及时获取学生的思想

动态情况，另一方面也可对症下药，提供恰当地解决问题措施，

让更多“润物细无声”的思政教育引导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让

坚定理想信念逐渐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追求，不断在端正其思想

态度的过程中，牢筑抵挡风雨的防线。

三、持续加强自身技能培训提升教育水平

在学校层面，要对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教育进行相应的培训，

增强辅导员的网络实践能力，创新网络思政工作教育方法，用多

元化教育方式提升工作效率。同时，辅导员应加强自身自学能力，

尤其是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对网络信息的分辨能力，不要

将思政教育只是停留在理论知识表面，更多是要通过共同话题的

交流，找到切入点，将网络思政教育的触点延伸至现实交流，做

到线上线下双双推进。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网络思政教育中学会

适当开展情境性思政教育，将重点放在学生自身体验感受，会更

容易让学生进行换位思考，与辅导员同频共振的开展关于事情的

交流与探讨，让整件事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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