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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学业帮辅工作作为“三全育人”体系的重要实践载体，既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抓手，更是实

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支点。本文以某高校某学院学业服务站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其“思想引领、

管理服务、专业赋能”三位一体育人模式的系统剖析，为破解学生学习动力不足、资源协同失效等现实

困境，促进学业帮辅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推动学业帮辅工作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引领”深化转型

给出实践案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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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carrier of the “three-in-one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assist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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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fulcrum to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building people. 
This paper takes the academic service station of a college of a university as a research sample, 
through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its trinity education mode of “ideological guidance, management 
service and professional empowerment”, it gives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practical difficul-
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resource synergy failure, promoting the deep inte-
gration of academic assistanc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epen-
ing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assistance from “knowledge imparting” to “value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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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在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大背景下，高校学业帮辅工作作为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已经从单一性、事务性的知识补救工作转型为聚焦思政属性、回应时代诉求，

传递价值取向的关键阵地。  
本文以某高校某学院“学业服务站”的学业支持模式为例，通过案例分析、数据比对系统阐释其育

人机制及实践成效，探讨“思政引领–过程管理–专业认同”全链条支持体系对推进学业帮辅与思政教

育深度融合的重要性。 

2. 高校学业帮辅工作的思政属性 

近年来，高校学业帮辅的思政属性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学界普遍认为，学业帮辅不

仅是知识补救手段，更是思政育人的关键载体。 

2.1. 价值引领与文化浸润 

学业帮辅工作需积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主动超越“分数导向”。高舒娅[1]等详细刨析

了高等教育“内卷化”现状，主张通过强化自我认知教育，唤醒学生成长成才内生动力。张挺[2]等强调

要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杨志达[3]以北京

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业辅导中心建设的实践经验为例，主张将专业、学业能力培养与家国情怀，报

国使命有机结合。巩晶骐[4]等通过院级特色项目促进民族学生交流交往交融，在学业互助中强化“五个

认同”，将学业帮辅工作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实现“扶智”与“扶志”的统一。任亭霖[5]等提出

构建“混合学习情境”，将思政元素渗透在学科竞赛帮辅、实习实践指导中。刘金铁[6]等通过建设“甲

老师”学业帮辅队伍，组织朋辈导师开展多样化学习经验，塑造身边榜样文化。曹勃[7]等打造“知化讲

堂”品牌活动，将铁人精神融入专业教育，以文化浸润强化专业认知与专业认同，实现学业帮辅与价值

引领同频共振。 

2.2. 帮辅机制发展与大思政格局构建 

一是机器学习与大数据技术为学业帮辅体系的搭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汤晓鹏[8]等提出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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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Boost 模型的学业预警算法，通过特征融合与等级划分实现风险预测。曹幸琪[9]围绕数据平台搭建开

展研究，通过课堂出勤率、课堂互动参与率、听课状态等多项特征数据综合评价学生课堂表现，突破以

分数高低评价学生学习状态的局限性，有效提升预警精度，为个性化帮辅提供可靠数据支撑。Abri [10]在
研究中国指出，要通过满足深层需求与智能工具的结合，全面提升学生的学术能力和自我发展潜力。 

二是高校逐渐从单一教师辅导转向全员协同的帮辅机制。任亭霖等从实操层面给出社团帮带、党员

结对、家校共建等多种帮辅形式。桑军帅[11]构建“本–硕–博”垂直联动体系、“学生社群矩阵”水平

整合体系、“线上线下结合”媒介交融体系实现跨年级、跨专业的学业帮辅。巩晶骐、陈小洁针对少数民

族学生建立“五支导师队伍”，覆盖专家、教师、校友等多层育人力量。上述做法均通过建立立体化帮辅

网络协调多维资源，进而形成帮辅合力。 
三是分层分类精准帮辅策略的逐渐完善。孙秋莲[12]根据积欠学分打造学业预警体系，分门别类采取

心理辅导、学业指导、学业规划等针对性措施。杨志达提出面向经管类学生实施文理分轨式辅导，针对

高等数学等数理类课程薄弱点设计专项帮辅。邢慧、吴佳璇[13]跟踪调研部分毕业生的薪资情况，并由研

究实证学习成绩与就业薪资非强关联，需要辅导员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与个人意愿，结合职业生涯规划制

定具体帮辅措施。Mameli Consuelo [14]等指出，学业支持的系统性与分层帮辅能显著提升学业成就与职

业决策自我效能。 
上述研究表明，学业支持体系正深度融入思政培育，以专业能力培养为纽带实现家国情怀的内化，

借助朋辈互助、特色实践等载体将民族团结与职业理想有机统一。技术赋能推动帮辅机制革新，大数据

分析与智能算法突破单一评价维度，为精准识别需求、分层施策提供科学支撑；全员协同模式整合教师、

校友、跨年级学生等多维资源，形成“扶智”与“扶志”相统一的全链条育人生态。这种将思想引领渗透

至学科竞赛、生涯规划等具体场景的实践路径，标志着学业帮辅已成为贯通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重要

桥梁，在服务学生成长需求中实现价值塑造与能力提升的协同共振。 

3. 时代诉求催生的困难与挑战 

3.1. 学习主动性缺失 

部分学生存在“被动学习”心态，缺乏自主性与目标感，部分学生因高考后松懈、专业兴趣缺失或

沉迷游戏导致学业困难；部分学生因自制力差影响学业，“佛系”“躺平”等消极心态进一步削弱学习动

力；部分学生将大学视为“终点站”，缺乏长期规划，陷入“短视化”学习陷阱；部分学生因高中与大学

学习模式差异(如自律要求骤增，新生群体普遍存在“环境适应不良”问题)出现适应性障碍，表现为时间

管理混乱、学习方法失当；部分学生无法适应大学“大班授课 + 自主学习”模式，导致知识内化效率低

下；部分学生因长期挂科产生“破罐破摔”心态，个别学生因多次学业预警后自暴自弃，甚至出现逃课、

挂科恶性循环，亟需心理干预与学业帮辅的双重支持。 

3.2. 资源瓶颈与协同失效 

学业帮辅工作的日常开展对教师的专业性和投入度要求较高。部分高校专业教师日常精力主要置于

教学任务与科研攻关，难有额外精力投入学生日常学业指导，或多聚焦知识传授，缺乏心理学、教育学

知识储备，难以应对学生深层次需求。例如，部分教师对学困生的指导停留在“查漏补缺”层面，忽视学

习方法引导与心理疏导。辅导员常因事务性工作繁重难以开展个性化帮辅，或因自身专业背景原因，无

法针对实际学业内容开展答疑或指导。此外，现有学业帮辅机制往往缺乏对于朋辈导师的系统性统筹，

朋辈导师多由高年级学生兼任，其自身学业压力大，指导能力参差不齐，被帮辅学生与朋辈讲师之间难

以形成正反馈循环，学业帮辅进程与学生实际参与感、体验感相互割裂，进一步削弱了帮辅可持续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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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辅实效。 
此外，高校学业帮辅在工作实际开展中，还存在过度依赖量化研究，对“精神传承”“文化浸润”等

思政要素，对朋辈辅导中隐性思政价值的挖掘仍显不足等问题。例如部分高校存在“重管理轻思想”的

倾向，学业帮辅工作停留在“预警–帮辅”的实操层面(如通过量化指标监控学习行为、制定补考重修制

度等)，未能引导学生建立自主学习的价值认同。这种管理模式导致学生陷入“被动服从”的窠臼，学业

行为异化为对规则的机械遵守，难以促进学生发生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内生转变。 
学业帮辅工作需要多元化展开，需要回应国家战略对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从“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坚持以问题导向为解决思路，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

学生培养的首要任务，扎根专业龙头企业，了解行业发展态势，把握好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本专业就业

方向的契合点，发掘出本专业就业与本科阶段通识类专业类课程的契合点，构建起历史使命，时代担当

与当下日常学习生活的必然联系，做好面向学生的专业解读工作，启发学生找准学习目标，树立专业自

信，实现学业自立。 

4. “三位一体”学业帮辅模式的创新构建 

下文以某高校某学院“学业服务站”为研究对象，系统剖析其“思想引领、管理服务、专业赋能”三

位一体学业支持体系的构建逻辑。 

4.1. 树志：思想引领促学业，激发学生内在动力 

服务站将所属高校老一辈教育工作者“十年如一日守护考研学子”的动人事迹提炼为“温情、奉献、

坚持、真诚”的精神内核，把精神传承与学业支持工作深度融合，构建起覆盖全员的学业支持网络。通

过开展“励志讲堂”“榜样面谈”“青春领航计划”等主题活动，深入激发朋辈讲师内生动力，引导学生

树立坚定理想信念，让奉献精神在校园历久弥新，系统推进学业困难学生全覆盖“纳入视野、融入体系、

贴身帮辅”。 

4.2. 树行：管理服务护学业，强化学生学习胜任力 

服务站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全员发动、全方位服务、全过程跟踪、全身心投入，逐步建立了一支以

学生讲师为主、专家咨询为辅的学业帮辅队伍，确保学业支持全方位、全过程、无死角。 
一是全方位分析，用好“因材施教”有效法宝。通过 37 项特征值数据汇聚、6 个高效度指数确定、

聚类分析模型构建，识别预测学业风险学生，并精准分类为抵制情绪型、自制力差型、学习能力差型、

摆烂型等四类重点人群，建立高危人群预警台账、考后状态台账、挂科清单台账，困难第一时间摸排、

帮辅第一时间开展、考后第一时间关注风险排查，完善考前–考中–考后全方位分析，瞄准学业风险学

生一人一策对点帮辅。家校联动，聚焦学生“认知”层，端正学习态度。 
二是全过程帮辅，下好“细功夫、苦功夫、花功夫”。汇聚师生育人合力，构筑师生交流渠道，形

成“班主任–导师–专业教师”三位一体育人体系。针对性锁定需要帮助的学生群体，开展“考前答疑

日”等活动，点对点助力学业困难学生查缺补漏，将“花样”融入学业帮辅工作大盘。严格落实“四个百

分百”，帮辅课程 100%覆盖学业困难学生挂科或不及格科目、学业困难学生 100%一对一配备朋辈讲师、

大体量课程 100%落实考研集中帮辅、通识类基础类课程 100%实现考前至少一次模拟测验。答疑帮辅常

态化运行，培养学生主人翁意识，更好实现学生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针对考研学生设立

“考研加油站”，开展“导师护航计划”，通过“心理疏导 + 学业辅导 + 资源对接”全链条服务，帮

助学生疏导备考压力、优化复习策略。寒暑假期间开设“家长课堂”，组织“学业帮辅训练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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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帮辅”“模拟考试”等方式，助力学生突破学习瓶颈。 

4.3. 树能：专业优势带学业，提升学生核心竞争力 

服务站注重与专业教育、实践教学、实习实训融合，打好学业规划指导“组合拳”，跑出高起点科

研、高水平竞赛、高质量就业“加速度”。深度整合学科资源，构建“科研反哺教学、竞赛促进创新、实

践锤炼能力”育人模式，依托学院科研平台，设立“本科生科研启蒙计划”，组织低年级学生“早进课

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年均吸纳 50 余名学生参与各级科研项目。打通“学业–职业”发展通道，

围绕行业需求开设行业前沿讲座系列活动，组织学生赴国家重点实验室、行业领军企业参观实践，帮助

学生明确职业方向。通过“学业规划导师团”“简历工坊”“模拟面试”等举措，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学生深造率与优质就业率显著提升。 
截至目前，服务站已累计开展学业辅导答疑、考前模拟、经验交流 250 余场，助力 2100 余人次。其

中 2024 年度开展活动 78 场、参与学生 300 余人次、完善 64 门课程资料库，累计补考通过 204 门次，77
人解除学业风险，课程考试不及格人数下降 52.5%，部分课程通过率达 100%。涌现出一批学生先进典型，

相关事迹获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报道。 

5. 结语 

在高校学业帮辅工作作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支撑，其本质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在实践层面的深化与拓展。学业帮辅工作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双重属性的有机统一：既是个体成长的“赋

能工程”，通过精准识别学习困境、构建支持网络，帮助学生突破学业障碍、重塑学习信心；又是群体发

展的“生态工程”，通过文化浸润、机制创新和资源整合，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促进校风学风的良

性循环。尤其在当前教育内卷加剧、学生发展需求多元化的背景下，更需要通过价值观引导帮助学生抵

御惰性心理侵蚀，通过心理支持助力学生缓解焦虑情绪滋生，通过生涯规划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 
面向未来，高校学业帮辅工作应立足“两个大局”，主动回应国家战略需求。通过挖掘专业课程中

的思政元素、搭建跨学科实践平台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民族复兴伟业。

同时需要紧跟“AI”“大数据”发展潮流，构建“精准识别–智能预警–动态调控”的智慧化帮辅系统，

实现育人效能的迭代升级。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学业帮辅从“被动补救”到“主动赋能”、从“知识

传递”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式发展，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高等教育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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