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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在极大地改变着高职学生的生活、学习方式的同时,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给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新课题,学生工作者必须与时俱进,坚持先进的学生管理理念,探索互联网时代

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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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院校的青年学生正处在心理生理转型期,网
络对他们的吸引力非常大,互联网对学生的学习、生
活、思想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学生网

络是一把双刃剑,恰当利用会给学生带来积极的影响,
反之则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此,高职院

校如果仍旧沿用传统的方式来管理学生,无疑会给管

理老师的工作带来很大挑战,并且传统管理方式与新

形势下所需要的管理方式有着很大的矛盾。因此探讨

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学生管理方式已成必然。

1 互联网对高职学生的负面影响

互联网的虚拟性、隐蔽性使得网络成为了有害信

息的孳生地和传播地。一部分人利用信息技术参与社

会政治,一些虚假、不健康甚至反动的信息污染了学生

思想教育的环境,使得高职学生难以判别和抵御,有的

上当受骗,还有的沉溺于网上虚拟世界不能自拔,带来

一些负面的影响。
(1)计算机网络的传播特性造成信息泛滥,各种信

息垃圾会弱化大学生的道德意识。互联网在强化青年

全球意识的同时,也弱化着他们的民族意识,培养了所

谓网络“新人类”。在他们身上会发现有很强的国际色

彩。这是因为互联网的使用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增强

了他们作为地球村村民的意识,这有利于他们在日益

“一体化”的世界中生存。但与这种“一体化”意识相伴

的是种族、民族意识的弱化,民族认同感减弱,民族身

份逐步消解。这在某种意义上不利于爱国主义思想的

形成。
(2)网络媒体的直接化、形象化对大学生的思维方

式造成了极大影响,一定程度上妨碍其整体素质的提

高。计算机网络对开阔学生的眼界,帮助他们了解新

鲜事物具有正面作用。但是信息的丰富伴随着信息的

爆炸、信息的污染,网络上流动的各种冗余信息成为干

扰学生选择有用信息的“噪音”。而且上网挤占了学生

接触平面媒体,阅读书本、思考问题的时间。精细阅读

的减少不仅影响了青少年知识结构的平衡,更重要的

是极大地破坏了他们的文字应用能力。许多大学生计

算机操作得非常熟练,却写不出漂亮的汉字、流畅的作

文,这种现象不能不让人担忧。

2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带

来的新课题

  信息化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高职学生的生活

方式、学习方式甚至是语言习惯。对学生工作而言,一
方面网络为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阵地和

领域,通过智能手机加速信息传播对加强和改进高职

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
网络也给传统的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冲

击。网络信息的快捷性、丰富性和开放性,使得高职学

生从学校获取知识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在网络普及

的社会条件下,学生能够借助网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快捷地获取信息,而学生工作部门在获取信息的渠

道、时间和数量上已不占明显优势。数量巨大的网络

信息“淹没”了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尤其是凶杀、
色情等不健康信息的冲击,使学校工作者所要传达的

信息很难在高职学生头脑中沉淀,严重影响了对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

3 探索互联网时代高职学生管理工作新思路

  李开复先生说过,大学是人生的关键阶段。这是因为

大学是你一生中最后一次有机会系统性地接受教育的阶

段,也是你最后一次能够全心建立你的知识基础时期,还
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可以将大段时间用于学习的人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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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后一次可以拥有较高的可塑性、集中精力充实自我的

成长历程。对于高职学生而言,三年的高职教育对今后一

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怎样管好学生,引导其成才

是学生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3.1 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就是要以人为基础和核心来

实施管理。高等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综合素质高、对
社会有用的人才,而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在人才

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

要个性化、全面发展的人才。人才的多样化不仅体现

在专业知识素养方面的差异,还包括其内在性格、气
质、爱好等非知识因素的差异。以往的高职教育更多

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而较少关注高职学生综合素质

的培养。即关注整体较多,关注个体较少。以人为本

的管理理念要求注重高职学生长远发展潜力和职业生

涯的设计,使得每一个体在走上工作岗位后都能够在

工作中找到乐趣与实现自我价值。新时期高职教育必

须紧紧围绕“育人”这一根本任务,按照“教育为核心、
管理为基础、服务为宗旨、活动为载体”的工作格局,牢
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大力加强高职学生教育管理

工作。通过亲近学生、了解学生、关心学生和尊重学生

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使高职学生能够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地发展,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3.2 建立规范的学生管理制度

互联网时代的高职院校越来越成为没有“围墙”的
校园,互联网时代的高职学生越来越成为思想活跃的

青年。高职学生个体之间、个体与学校之间的权力和

利益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迫切要求学生工作者运用

法律和规章制度调节规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新时期

的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应树立依法治校,制度管理的意

识。高职院校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依据本校实

际情况制定完整的、操作性强的程序和规章制度,并以

此规范高职学生的行为,行使有效的管理。
3.3 建立科学的学生管理体系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

治国方略。依法治校、维护学生合法权益是高校学生

管理的基本准则。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不断增

强,必然要求我们必须依据国家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

度,进一步完善学生管理制度,利用规章制度这种规范

化的约束作用达到对学生有效的管理和教育。学生不

仅是接受学校管理的对象,而且也是参与学校管理的

主体之一。高职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学校的培养目标,
要求高职院校在完善学校内部管理体系的同时,必须

加强学生自我管理体系建设,充分调动学生在自我管

理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3.4 采用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互联网时代学生整体呈现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思想需要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对学生的教育方式必须

随之改变。个体化、咨询化、多层面的双向交流教育方

式将成为主流。尊重高职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不以道

德宣讲、理论灌输为主要的教育方法,对思想上存在偏

差的高职学生应积极了解并以朋友角色沟通交流,建
立相互信任,让高职学生愿意接受指导。
3.5 利用网络的正面教育作用

以网络正能量抵制负能量。利用校园网进行主题

鲜明、符合大学生心理特点、对大学生有吸引力的思想

政治教育,扩大校园网的宣传领地,用主流文化稀释网

络不良文化。通过网上普法教育、有奖知识问答多种

多样的网络方式正面教育大学生。
互联网正在改变一切,正在全球范围掀起一场影

响人类所有层面的深刻变革。互联网时代的高职学生

工作者只有认清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潮流,与时俱进,主
动适应正在发生的变化,主动融入日新月异的世界,才
能永不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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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rapiddevelopmentofinformationtechnologygreatlychangedthelifeandlearningstylesofhighervocational
students,butalsohadacertainnegativeimpactoncollegestudents.Thedevelopmentofinternettechnologybroughtnewproblemsto
highervocationalstudents'management.Studentsmanagingworkersmustkeeppacewiththetimes,adheretotheadvancedstudent
managementconceptandexplorenewideasofhighervocationalstudents'managementininterne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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