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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习近平总书记 “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应用于高等学校教学辅导答疑工作中,明确了高校教师辅导答疑工

作的目的、内容和措施。针对大学生在学习、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个性化需求,将辅导答疑的类型分成

5种形式,实施精准辅导答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精准;辅导答疑;个性化需求;人才培养质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B

The Practice of Accurate Guidance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in
the Teaching Incentive Plan of Backbone Teachers

XUE Yuanxi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important idea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to take targeted measur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teaching and answering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larifies the purpose, contents and measures of college teachers’

work of guidance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Aiming at all kinds of problems and personliazed needs encountered by college students in

learning and life, we divide the types of counseling and answering into five forms, implement accurate guidance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tal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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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3 年 1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

时首次作出了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

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1]。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

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 运用科学有效程

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

的治贫方式。2014年 3月,习近平参加两会代表团

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

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 [2]。

本文将习近平总书记 “精准扶贫” 的理念应用

于高校教学的辅导答疑工作, 针对大学生在学习、

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成长、发展过程中的

个性化需求,改变以往 “守株待兔”式的辅导答疑形

式,主动联系学生,进行一对一的精准辅导答疑,使

教师深度参与到大学生成长过程中,解答他们在学

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对于提高高等院校的

人才培养质量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

1 “精准辅导答疑”提出的背景

2012 年 11 月, 为进一步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的

动力和能力, 鼓励教师以学生和教学为本, 改变长

期以来高校教师 “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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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员会颁布《关于开展市属本科高校骨干教师

教学激励计划试点工作的通知》(沪教委人 (2012)52

号),引导教师积极投入教育教学工作,改进教学方

法和手段,提升专业教学能力,切实提高学生培养质

量。通知特别强调学校应建立并完善坐班答疑制度

(教师为学生学习提供辅导答疑)和校内自习辅导制

度 (教师在自习时间段辅导学生学习) [3],改变教师

单向输入知识的传统教学模式,通过辅导答疑,使教

师和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面对面”进行交流互

动, 精准地、个性化地、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遇到

的问题。

2 “精准辅导答疑”工作的重要意义

辅导答疑工作是高校教师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

环节, 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 是保证所有学生

“一个都不掉队”的重要环节,对于加深课堂知识理

解,提高知识和技能的灵活运用能力,促提高教学质

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1 “精准辅导答疑”是教师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

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在《师说》一文中指出 “传

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三大任务。通常来说教师

对于 “传道”和 “授业”两个任务都能够认真对待,课

前能够认真备课,课上能够认真授课。但是对于最

后一个 “解惑”的环节, 重视程度有所下降, 认为完

成了课堂教学过程,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对于课后

的教学反思和学生的辅导答疑往往重视不够。

如果把 “传道、授业” 看作是 “以教师为中心”

的知识传授过程,那么 “解惑”就是 “以学生为中心”

的辅导答疑过程。“传道、授业、解惑”这三大任务

是人才培养的三个重要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就像是一个鼎的三个足,只有三足鼎立,才能稳定地

支撑起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4]。

2.2 “精准辅导答疑”是学生成长发展的迫切需求

教师完成课堂教学之后,由于每个学生的基础

知识和领悟能力不同,对教师传授的知识并不能够

全部理解,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因人而异,如果不能

及时解决,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势必影响后续课程

的学习。“精准辅导答疑”通过教师和学生面对面、

一对一地交流,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问题进行个性

化解答,使学生能够及时查漏补缺,跟上老师的授课

进度,保持较高的学习兴趣。

教育不仅要增长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

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对于学生成长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思想问题,也是教师在辅导答疑过

程中的主要任务, 正如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的 “所有课堂

都有育人功能”, 辅导答疑正是完成这一功能的途

径之一。

2.3 “精准辅导答疑”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桥梁
纽带

孔子曰: 亲其师,信其道。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教

育教学活动有效进行的重要保证,有利于学生心理

健康, 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大学时代是一

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教师

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大学生人格的形成有着

重要影响。

由于高校扩招,使得生师比增大,加之高校职称

评审往往考核教师的科研成果、论文发表等指标,

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科研项目和论文写作,往往

是上完课就走人,课下和学生几乎没有交流,无暇顾

及到每一位学生,导致师生关系逐渐淡漠。

“精准辅导答疑”过程中,学生和老师有更多的

机会近距离接触, 面对面交流, 学生容易敞开心扉,

与老师进行深层次的交谈,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和

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会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良

师益友型的师生关系,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 [5]。

2.4 “精准辅导答疑”是回归教育本质的重要途径

传授给学生知识和技能,只是教育的外在表现,

而教育的本质则是挖掘学生内在的潜力,激发他们

自己去认知世界的意识,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

借助辅导答疑的机会,教师可以把自己的思维方式

和教育思想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学生,把自己成长的

经验和教训与学生分享,在完成学业导师职责的同

时,做学生的人生导师,正如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在他的《什么是教育》中写道: “教育的本质意味着:

一棵树摇动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一朵云, 一个灵魂

唤醒一个灵魂。”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辅导答疑的阵

地, 唤醒学生 “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 激发学生

“直挂云帆济沧海” 的勇气, 鼓励学生 “学海无涯苦

作舟”的行动,将 “教书育人”贯穿到自己工作过程

的每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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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精准辅导答疑”制度助推教师团队快速成长

通过 “精准辅导答疑”, 教师可以快速、准确地

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反思自

己的教学进度和授课的难易程度是否与学生的理解

能力相匹配, 有的放矢地设计教学内容、选择教学

方法、组织课堂教学,通过辅导答疑,倒逼教师教学

能力和执教水平的不断提高。教学团队的成员还可

以定期组织教研活动,交流辅导答疑的经验,互相学

习、共同提高,逐步形成团队育人的合力,提高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

3 精准辅导答疑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3.1 以学生为中心,辅导对象要精准

近些年来,随着高校扩招,在校学生人数急剧扩

张。学生的来源不同,基础不同,需求不同,特别是近

几年来,随着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个性化需求日益

增长,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更加突出,要想做到因

材施教, 只靠课堂上集体授课是不能实现的。有些

学生悟性较高,基础好,一点就透;有些学生基础较

差,学习方法不当,需要教师诲人不倦,反复讲解。

本文根据当前在校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将学生

分为学业补习型、拓展学习型、技能竞赛型、心理

障碍型、创新创业型等 5种类型, 如果教师能够根

据辅导对象的不同,针对不同水平和需求的学生进

行分层教学,必将极大地挖掘不同层次学生的潜力,

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够有所收获。

3.2 以质量为抓手,考核标准要精准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在《关于上海高校教师教育

教学岗位职责的指导意见》中, 明确规定了不同职

称教师的岗位职责,制定了不同职称的教师每学年

的答疑时间和辅导时间, 并在《关于实施上海本科

院校教师教学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中, 明确了考

核目标、考核内容和考核项目。参与学校从制度、

人力和后勤多方面对辅导答疑制度工作顺利实施给

予保障,将考核结果与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晋

升挂钩; 教委和学校也会安排督导人员检查教师辅

导答疑的出勤情况,保证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为学

生提供优质的服务。

3.3 以育人为目的,辅导内容要精准

在辅导答疑过程中,针对不同需求的学生,辅导

内容也要精准选择,有的放失。为了使不同需求的

学生都能够通过辅导答疑有所提高, 根据学生的 5

种不同类型,将辅导答疑的类型也分成 5种形式,教

师根据学生自身情况因材施教,助力学生个性化发

展 [6]。

3.3.1 学业补习型

有些学生或基础较差,或学习习惯不好,进入大

学后不能很快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缺乏自学能力、

自控能力和适当的学习方法,不能跟上教师的授课

进度,但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在课堂上发问。

对于这类学生,教师要帮助学生找到导致学习

困难的原因, 根据学生的智力、性格、基础知识水

平、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等情况对症下药,指导其

找到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培养学习积极性和自信

心,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辅导答疑的主要目的是帮

助其深入理解教师课堂的授课内容,使其能够顺利

完成学业。

对于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教师应该主动和学

生进行沟通,帮助学生找到学习上的薄弱环节,有针

对性的进行指导。比如,对于缺乏自控能力的学生,

教师通过与学生交谈,使其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

并帮助他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训练在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规定任务的能力,平时严格管理手机和电脑,

并请在学习或生活上自控能力强的同学和自控能力

弱的学生组成学习小组,共同帮助自控能力差的学

生改掉自己的不良习惯。

3.3.2 拓展学习型

有些同学基础较好,学习能力强,能够迅速理解

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 学习起来轻松自如。对

这部分学习有余力的同学,教师应该指导他们充分

利用业余时间,不断拓展眼界,继续提高水平。

教师可以提供课外的参考资料供学生自主学

习, 或指导他们做一些课外的拓展项目; 也可吸纳

这些同学参与教师的教学科研项目,把项目子课题

或部分研究内容分配给学生,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去

发现、去思考,定期检查任务的完成情况,对于存在

的问题及时指导,在协助教师完成课题研究的过程

中,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不断提升学生的

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比如,学生在帮助教师收集、

整理实验数据的过程中,不但将计算机编程的技能

应用到科研项目中,而且也理解了大数据时代数据

分析、整理的重要性, 进一步理解数据的真实性和

精确性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真正做到学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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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3.3.3 技能竞赛型

目前,我国的技能竞赛制度逐渐完善,教师要鼓

励创新能力强的学生积极参加省市级、国家级以及

世界级技能大赛,充分利用辅导答疑的时间,对参赛

学生进行技能训练和技术指导,拓宽学生视野,提高

技术水平。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通过交流、测试、考核等方

法,发现学生的兴趣和特长,组建兴趣小组或竞赛团

队, 指导学生参加各级技能大赛。教师要认真研究

省级、国家级和世界技能大赛要求, 为学生制定详

细的训练计划,并通过面对面以及网络通信等手段,

对学生进行辅导答疑。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聘请企

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或设计师,为学生进行培训,把企

业中的新技术和工程意识带给学生。

通过参加各种比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

手能力,激发学生刻苦钻研的探索精神,使学生在竞

争中加强专业技能训练,在活动中得到培养锻炼,拓

宽思路, 开阔眼界, 快速提高技术水平和实践能力,

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目的, 营造浓厚的学专

业、强技能、提能力、促发展的学习氛围。

3.3.4 心理障碍型

当前,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和社会竞争力增

大,对学生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不只是班主任、辅导员的工作,

在全员育人的教育理念下,所有教师都有责任对学

生的终身发展负责。

学生心理健康存在问题,势必影响其专业学习

和职业发展,教师可以利用辅导答疑的时间,对学生

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提高心理素

质,与辅导员密切配合,形成有效的教育合力 [7]。

除心理健康问题外,还有一些学生存在信仰缺

失、不思进取、心态不正、信心不足等问题,教师也

应该充分利用辅导答疑的时间,与学生深入交流,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做到

自尊、自立、自信、自强,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与社

会需求、民族复兴紧密结合。

3.3.5 创新创业型

近年来,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大学生自主创

业。许多大学生在校期间都有自主创业的想法, 他

们有激情,有活力,但是社会发展迅速,竞争残酷激

烈, 对于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 单凭一腔热血

远远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创业过程,迫切需要老师指

导 [8]。

教师根据学生的专业特长,通过开展创业教育

讲座,以及各种竞赛、活动等方式,鼓励学生创造性

地投身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中,对

有自主创业想法的同学进行技术指导或能力分析,

帮助他们认清形势,少走弯路。鼓励学生参加 “挑战

杯”创业计划竞赛,组织开展创业沙龙、创业技能技

巧大赛等活动,培养学生创业的基本素质、能力和

品质。教师也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以教学为主的教

学理念,了解国家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扶持政策,不

断提高自己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和掌控力,提高对学

生的指导能力 [9]。

3.4 借助网络技术,辅导形式要灵活

除了面对面的辅导答疑,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

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QQ、微信、邮件、课程

网站论坛等沟通方式,也是学生乐于接受的交流沟

通方式。教师可充分发挥现代通信方式在辅导答疑

中的作用,与学生建立 QQ群或微信群,通过线上线

下多种方式,随时随地解决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

4 结 语

“精准辅导答疑”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是完

善、充实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

也是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的重要途径,更是检验

教师教学效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10]。

如果每位教师都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

教,进行有针对性的精准指导,和学生建立亦师亦友

的和谐关系,必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其学习目标更加明确,学习方法更加先进,学习态

度更加端正,自学能力不断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质量的全面提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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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劳模文化育人项目获教育部首批高校思政工作精品项目立项

日前,教育部公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遴选结果,我校 “劳模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

践”项目获首批高校思政工作精品项目立项。

近年来,学校将劳模文化育人的建设与弘扬纳入整体规划,将劳模文化符号注入校园环境建设,将劳模

精神融入学校思政教学体系。着重围绕如何传承优良传统,使劳模精神在学校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中发挥更

大作用,建立劳模育人基地、劳模文化研究中心,开展劳模文化理论研究和特色鲜明的日常主题教育活动,逐

渐形成劳模文化育人品牌。

据悉,此次立项的精品项目共有 100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包含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

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等类型,旨在更好地促进高

校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工程深入实施,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