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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手机应用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无论是大学生

还是老师，每天都离不开各类新媒体的陪伴。

任何事物都具有矛盾性，新媒体虽能为人类带来方便和满

足人类各种需求，但同时也出现了“异化”现象，很多人

已经离不开新媒体，也很容易受这些新媒体上不良信息的

影响。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中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

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

吸引力。”[1]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急先锋和主力

军，在“机不离手”的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对互联网依赖

程度日渐加深，辅导员如何利用新媒体为高校思政工作打

开一扇“网窗”，引领同学们竖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和世界观，让同学们听党话，跟党走，是各大高校及辅导

员亟需研究的问题。

辅导员网络思政存在的问题

目前，有部分高校辅导员已经开展网络思政，但大

部分辅导员在开展网络思政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例如

辅导员工作过于繁忙，没有时间顾及网络思政；大部分学

校对辅导员网络思政没有工作要求，也没有任何培训和支

持，导致辅导员创建网络思政新媒体比例偏低，覆盖不

足。而一些辅导员的网络思政新媒体定位模糊，运营团队

专业化不足，[2]应用单一，粗放发展；推送形式单调，阅

读体验不佳，[3]导致辅导员推送新媒体作品缺乏吸引力，

推送内容不精准，更新也不规律。很多辅导员因为上述种

种原因，在运营新媒体过程中会出现有心无力，半途而废

的情况，目前能长期坚持创作的辅导员非常少，优秀的网

络思政新媒体账号更是寥若晨星。

新媒体时代辅导员网络思政工作优化方法

本文通过研究优秀的辅导员微信公众号的情况，分

析辅导员网络思政的新媒体质量。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是

“辅导员参谋”公众号的相关数据，该公众号收录全国的

辅导员公众号数据，每周发布相关公众号的影响力排行，

数据由“清博大数据”提供支持，依据（微信传播指数）

WCI进行排行，每周公布30名上榜的公众号。从2021年9月

19日至2022年3月22日，该排行共发布24次，（半年共26

周，其中有两周数据空缺），共有89个公众号上榜，重复

上榜的公众号数量有61个，本文选取重复上榜次数最多的

20个公众号进行分析，研究这些优秀公众号的特征，结合

笔者亲自运营公众号的个人经验，以及相关文献的有关理

论和结论，提出辅导员网络思政工作优化方法。

（一）高校管理层面：完善辅导员管理制度，支持辅

导员开展网络思政

2022年3月17日，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司长张文

斌表示，截至目前，全国高校专兼职辅导员达24.08万人，

比2019年增加了约5.2万人，师生比实现从1∶205到1∶171

配置。然而，辅导员配比的提高，还未能真正缓解辅导员

工作的紧张，原因有三个：第一，很多高校的专职辅导员

人数还远未达标，兼职辅导员的构成复杂，包括二级学院

的副书记、学生处干部、部分在读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甚

至还有其他部门的老师或同事，很多兼职辅导员真正协助

处理各二级学院辅导员工作的内容和时间还不足够。第

二，辅导员工作是多头管理，既纳入学生处管理，又归各

二级学院管理，同时对接学校多个行政部门，高校管理制

度不明确，很多非辅导员的工作也会最终让辅导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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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是新媒体时代的大势所趋，目前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困难

重重，主要原因是时间不足、学校支持少、孤军作战、缺乏运营新媒体知识。针对上述

情况，应从高校管理和辅导员两个层面优化相关的辅导员网络思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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