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AI辅导员大显身手，也有人开始担忧：
“辅导员会被淘汰吗？”
  南昌工程学院“90后”辅导员黄华栋的答案
是“不会”。今年年初，黄华栋自己尝试打造的
AI辅导员已经处理了8000多次学生咨询，他发
现，就算AI能搞定大部分流程性问题，还是有学
生会亲自到办公室确认或进一步讨论，尤其是涉
及个人发展或者隐私的问题。黄华栋认为，辅导
员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在于“把标准答案变成情感
对话”。
  有一次，一名学生跑到办公室问黄华栋：
“老师，缓考会不会影响评奖评优？”黄华栋的
第一反应是担心学生的学习状态，但和学生交流
后才发现，原来学生并不是要得到简单的重复答
案，而是希望亲耳听到老师告诉他，“没事，不
用过度焦虑，但你得好好准备”。
  “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就是比‘键对
键’有温度，也更有可信度。”黄华栋举例说，
在很多场景下，AI辅导员在情感交流方面仍存在
局限性，难以像辅导员那样与学生建立起深层次
的信任关系，而且它的回答在面对复杂情感问题
时往往显得模板化。比如，AI辅导员能够告诉学
生“挂科重修流程”，但辅导员能够帮助学生分
析——— 为什么会挂科，是学习模式不适应，还是

近期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当辅导员在后台发现某
位学生频繁查询“补考违纪后果”“处分有什么
影响”时，则会立刻组织一场“诚信教育”主题
班会，及时给学生提个醒。
  韩柏涛在测试中发现，当学生倾诉“就业压
力”“失恋痛苦”时，AI辅导员的回复往往停留
在“转移注意力”“加强锻炼”等宏观建议，而
资深辅导员往往会结合自身经历告诉学生，“我
当年也经历过，要不要听听我是怎么走出来
的？”他认为，这种基于真实生命体验的共鸣，
仍是技术难以逾越的鸿沟。
  AI辅导员的出现并非要取代辅导员，而是与
之形成优势互补。AI辅导员负责高频标准化服
务，如政策推送、资源匹配等，而辅导员则专注
于价值观引导、危机干预等高情感浓度的工作。
这种“AI初筛问题、人类深度介入”的模式，不
仅能让辅导员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
全身心投入到思想引领和个性化辅导中，更能通
过数据赋能让思政工作更具针对性。
  “我们应用AI辅导员的目标不仅是让学生的
问题得到解答，更在于它能否真正理解并回应学
生的需求，让学生感受到学校的关心和支持。”
韩柏涛说。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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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辅导员“上岗” 

如何破解日常思政教育难题

  “您好，智能助理为您匹配以下系统数据，请
您及时查收。”最近一年来，北京交通大学的师生
们正逐渐习惯于这样的日常交流场景，辅导员智能
体实现团日活动通知的精准推送、自主定期面向学
业困难学生开展学业督导、基于标签体系生成个性
化培养方案、基于预警处置体系构建协同处置专班
实现实时信息共享与快捷处置……这正是该校智慧
思政平台带来的全新体验。
  “为辅导员队伍‘减负增效’，让他们将更多
精力投入到更具价值的个性化思想引导和深度关怀
上，是目前推动学生工作信息化的核心。”韩柏涛
在一线辅导员岗位工作多年，他在调研中发现，尽
管市面上不乏成熟的智慧学工系统和产品，但往往
与高校辅导员日常工作的具体场景和深度需求存在
脱节。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进智慧校园
建设，探索数字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性教学
的有效途径，主动适应学习方式变革”“推动思想
政治工作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如果每个学生身边都有一个智能辅导员时刻

陪伴，高校育人工作也许就能实现‘一人一
策’。”早在2016年，韩柏涛便一直在思考如何研
发出一套适合高校育人工作的系统，帮助辅导员实
现从“事务型”向“教育型”转变。
  这一点得到了罗敏的强烈共鸣。她介绍，由重
庆大学自主打造的AI辅导员“润欣”，其高频使
用场景集中在日常事务咨询和业务在线办理两个方
面。“以前辅导员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处理重复性
咨询，而现在这些问题都可以交给AI辅导员，就
能把时间花在更具针对性的个性化辅导与关怀上，
比如跟学生深入谈心，聊聊他们的职业规划、人生
理想。”罗敏说，用AI帮辅导员“减负”，就能
腾出精力做“难事”。
  如何确保AI辅导员生成的内容、推送的信
息、引导的方向，始终与主流价值观同向同行？
  在韩柏涛看来，这是各高校研发团队的重中之
重。他向记者解释说，与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
同，高校使用的智慧思政平台通常是一个封闭的系
统，从现有的、经过审核的业务体系中生成模型。
所有生成内容均基于固定条件判断，调用和引用经
过验证且可靠的现有模型，这些模型的输入前提和
标准均由人工严格把控，确保从源头上避免价值观
偏颇。为了避免潜在问题，平台还要增加二次验证
机制，例如敏感词过滤等技术手段，进一步确保内
容的准确性。
  重庆大学则设置了“三重保险”：专业审核团
队严把政治关；技术过滤机制实时拦截违规表述；
学生反向监督通道鼓励随时反馈，形成“学生-学
校”双向互动的内容监督闭环。
  此外，罗敏还建议，AI赋能思政教育还要注
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避免过度依赖AI；制
定严格的数据使用规范，采用加密技术和匿名化处
理保障学生隐私；与此同时，还要保留辅导员的主
导作用，确保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人文关怀不被
削弱，并通过实践活动增强人文关怀。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辅导员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面对
繁重且多元的工作任务，不少辅导
员表示“分身乏术”。如今，当辅
导员拥有了AI“帮手”，日常思政教
育正在发生哪些变化？AI辅导员的工
作效率如何？它们又如何真正契合
辅导员的工作实际？

让“大道理”链接“小需求”

  “你会选择去往西部吗？”不久前，北京交通
大学本科生孔令妍的手机上弹出了这样一条来自AI
辅导员的问卷消息。这是该校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党
委副书记韩柏涛通过智慧思政平台发起的一次广泛
调研。后台的数据汇聚了学生们的真实想法——— 通
知发出仅半小时，阅读量突破500人次，其中254名
学生即时提交了心得体会。基于初步反馈，韩柏涛
进一步利用AI辅导员定向推送问卷，在面向1295名
学生的深入调查中，精准识别出32名明确表达选择
奔赴西部就业或支援意向的学生。
  “过去我们讲‘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更
多是宏观号召和典型宣传，但覆盖面、渗透力如何
精准评估和提升是个难题。AI辅导员加入后，我们
立刻就能锁定这32名同学，再由辅导员和专业课教
师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思政课程和实践引导工作，实
现情感共鸣和深度引导。”韩柏涛表示。
  与此同时，平台也同步标记出对西部选择暂无
意向的学生群体，针对这部分学生推送差异化的引
导信息。比如，向偏好技术研发的学生推送“东部
高新技术企业如何服务西部生态治理”的案例；为
关注城市建设的学生定制“一带一路”中西部枢纽
城市的职业发展报告。
  韩柏涛说：“精准思政不是单向筛选想去的
人，而是让每个学生看见国家需求与自身成长的
结合点。”
  2020年，北京交通大学上线智慧思政平台，
经过5年技术迭代升级，如今已承担起全校近3万
名师生的智能辅导、信息采集、通知发布、个性咨
询、事务办理等工作任务。作为平台开发团队负责
人，韩柏涛告诉记者，该系统还能对海量反馈进行
实时动态分析，如识别不同专业、不同地域、不同
发展规划目标的学生所作人生选择的潜在影响因
素，构建了一套动态嵌套的育人范式，为开展更精
准的思政课程和实践活动提供支撑。
  不只是在北京交通大学，最近重庆大学推出的
“润欣”、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推出的“纽扣”等AI
辅导员都火爆“出圈”，凭借前沿科技打造出思政
教育“精准滴灌”新模式。
  在重庆大学红岩文化长廊前，一群新生正戴着
耳机聆听手机里传来的声音，“1949年，被囚禁在
白 公 馆 的 陈 然 同 志 写 下 了 《 我 的 ‘ 自 白 ’
书》……”这正是“润欣”打造的“润欣话红岩”
智能体。研发团队依托10万余字红岩英烈书信文
稿，构建起动态知识库，将红色革命精神转化为24
小时在线的“精神驿站”，学生可以全天候与其
对话。
  在重庆大学党委学工部数字学工办公室主任罗
敏看来，AI辅导员的出现，让价值观引导从“大水
漫灌”走向了“精准滴灌”，让“大道理”能够链
接“小需求”。比如，“润欣”能够依托校级数据
中台，实时整合学生成长数据、学业成绩、图书借
阅偏好、实验室使用频次记录等20余类数据，通过
智能分析构建动态学生画像，形成了“数据驱动-
智能研判-精准干预”的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学生
得到及时有效的心理支持和价值观引导。此外，还
能结合兴趣图谱与认知水平双维度评估，为理工科
学生量身定制“科技报国”主题案例库，为人文社
科学生精心打造“文化自信”知识库，形成千人千
面的红色教育方案。
  罗敏说：“AI辅导员凭借其在思想引领、学业
引导、心理关爱等方面的精准施策，能够实现全方
位、个性化的精准育人。”

帮辅导员“减负”，腾出精力做“难事”

AI辅导员在情感交流方面仍存在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