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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教务员的工作以及一些班主任的工作。第三，新冠疫

情又让辅导员工作雪上加霜，除了疫情防控的一般性工

作，许多高校的疫情防控系统，尤其是学生数据处理系统

不完善，很多学生数据都需要每次向二级学院辅导员收

集，让辅导员每日忙于督促学生健康打卡和收集学生疫苗

和核酸的相关数据。

综上所述，辅导员的工作压力很多时候不是来源于对

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很多高校的辅导员工作已经脱离了辅

导员工作的本质，演变成处理行政事务为主，思政教育为

辅的“007全天候”工作现状。很多辅导员因为工作压力，

都把辅导员岗当作一个跳板，希望尽快可以转行政或教师

岗位，而不是长期从事辅导员思政工作。因此，如何运用

行为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原理，进一步完善高校的人事

管理体制，完善辅导员管理制度，让专职辅导员配比更符

合教育部的标准，完善高校学生信息系统，减轻辅导员的

非必要工作压力，让辅导员的工作回归本质，甚至让更多

的教师真正参加与思政工作当中，才能让辅导员的工作做

得更好，也有足够的时间参加到网络思政当中。

高校是否重视网络思政，对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至关

重要。本次研究发现，上榜次数最多的20个公众号，有9个

是以该校学生处名义开设的，有1个是以该校团委的名义开

设的，也就是说，这10个公众号是由他们的高校党委直接

统筹运营的，整合学生处、团委以及全校辅导员的力量共

同打造的网络思政公众号；另外，有5个公众号是名辅导员

工作室的作品，有1个是“时代楷模”曲建武开设的写作专

栏，另外有1个公众号曾被评为“全国最美辅导员”。显而

易见，这些公众号也是得到所在高校的大力支持，以上总

数占比85%。剩下的3个公众号，也有2个有学生团队的支

持。所以，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学校应该给予充分的支

持，从体制、培训制度以及经济激励等多方面鼓励和支持

辅导员，以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让他们能够合理调整工

作时间，也有助于他们进行头脑风暴，取众人之所长，提

高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效提高网络思政的质量。

（二）辅导员层面：辅导员组团或与学生组建新媒体

团队，研究用户思维，创作结合学生兴趣的网络思政作品

1、注重团队合作，组团或与学生组建新媒体团队

本次研究发现，20个上榜的公众号，有12个是多位辅

导员共同运营的，有18个是有学生团队支持的。有不少辅

导员开始时都喜欢凭着一腔热血，独立开展新媒体思政创

作，但时间一长，因本职工作持续繁重，创作思想出现枯

竭，新媒体作品难以获得理想的反馈，他们往往会放弃继

续创作。但联合运营，建立辅导员之间，辅导员与学生之

间的交流沟通机制，形成多方共建的交流平台，既有助于

辅导员缓解开展网络思政时孤军奋战的焦虑，又有助于辅

导员多方收集信息，了解同行的工作和关注重点，了解学

生的真正需求，有助于激发创作灵感和欲望。因此，有意

开展网络思政的辅导员，应该主动寻求学校和学生处的联

动支持和培训，组建自己的新媒体团队，为新媒体账号的

目标定位和内容选择打好群众基础。

2、研究学生网络思维，提升自身新媒体素养，优化

新媒体创作技能

互联网时代，各大商家都通过各种手段抢占消费者的

时间，大学生作为消费者的重要一员，他们的注意力也是

各路新媒体运营者重点抢占的对象。因此，创作优秀的网

络思政新媒体作品，必须建立在用户思维的基础上，创造

符合大学生需求的作品。本次研究的20个公众号，它们的

目标定位都非常清晰，有13个公众号的目标人群是学生，

有2个公众号的目标人群是辅导员，另外3个的目标人群是

辅导员和学生，它们的内容牢牢紧扣目标人群，不会发布

一些与目标人群无关的内容。在发布的表现形式方面，只

有两个公众号是只有文章和图片，其他18个公众号都包括

文章、图片和视频形式，有效满足了新时代大学生的视觉

需求。而它们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在就业咨询、学业咨

询、心理健康指导、辅导员工作经验分享、党史思政、情

感指导、校园生活和时事政治等多个领域的网络思政，其

中，有14个公众号发布的内容是超过5个领域的，只有1个

公众号发布的内容是仅涉及3个领域，这些内容都涵盖了大

学生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很好地帮助他们解决

不同领域的不同困惑。

可见，辅导员的网络思政新媒体作品，绝不能用行政

命令式强制学生或目标人群阅读或观看，大学生是特殊的

消费群体，他们思想独立有主见，高校辅导员应该用市场

化的思维，努力从日常工作中，从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中，

从学习其他优秀的新媒体作品中研究学生的所想所需，不

断学习新媒体展示方法和技巧，并有针对性为学生提供他

们喜欢的形式多样的新媒体作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他

们的长期关注，才有可能影响他们的思想。

3、深入学习思政内容，坚定创作方向，持之以恒，

不断优化

本次研究中，最早开设网络思政公众号的是上海交

通大学的梁钦，她于2012年9月开设“辅导员娘亲”公众

号，最晚开设的时间是2020年8月，20个公众号平均运营

时间为5.6年；每周发布内容最多的公众号是“高校辅导员

工作室”，平均达到32篇，最低的是每周5篇。学习需要刻

意练习，刻意练习的关键是持续投入，时代在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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