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 最美高校辅
导员先进事迹发布学习心得(通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篇一

在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辅导员麻祺已记不清从什么时
候开始,学生对她的称呼从“麻老师”悄然变成“麻麻”。每
届学长学姐都会对学弟学妹们说:“遇见麻麻是你们的幸福”。

从业9年,对于所带班级学生的家庭背景、性格禀性、人生理
想、学业情况、生活点滴,麻祺都一清二楚,她用学生喜闻乐
见的交流方式去沟通,逐渐成为学生生活上的知心姐姐和人生
路上的指路明灯。

“教育风格可以各显身手,但爱是永恒的主题。”麻祺说,辅
导员必须热爱学生、尊重学生,方能赢得学生信任。辅导员要
有自己的人文情怀与智慧,才能做好学生人生路上的指导者。

凯里学院辅导员张竞月也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她有一个相
册,里面保留了换手机时一直舍不得删掉的截图,这些都是她
与学生互动的截图。

毕业多年后,很多学生依然会在教师节给她发祝福短信,或者
遇到困难第一个想起她。“这是作为老师,最幸福的瞬间。”
幸福的背后,是张竞月不懈的付出。自担任辅导员后,她每周
至少3天利用下班后晚自习时间,或周末学生课外时间陪伴学
生创作、排练或学习等。



与学生共同成长

为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思维水平,更好地指导学生工作,20__
年,遵义医科大学辅导员贾婀娜成功考取华南师范大学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成为全省首个获得博士学位和教授
职称的专职辅导员。几年来,她一边学习,一边用思想政治理
论指导学生工作,成为深受学生喜爱和信赖的最美辅导员。

思想引导是辅导员的“看家本领”,是育人工作最为重要的一
环。对于这句话,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辅导员杨宇感触
颇深。

20__年,刚毕业的杨宇成为一名辅导员,学校各类事务他处理
得井井有条,但他很快发现了问题:面对学生在班会中提出的
各种问题,他无法给予合理解答;个别同学面对社会诱惑一度
想辍学打工,他无法给予正确分析和引导;看到网络上学生的
错误言论和价值观,他无法给予最精准的导向。

杨宇意识到,辅导员工作不仅是处理事务性工作,光有一腔激
情是不足以胜任这个职业的,最重要的核心任务,是对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作为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
守道,将正确的主张内化于心,才能教育学生用正确的世界观
来分析世界和认识问题。”杨宇说,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和学生
们共同成长的过程。

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篇二

做青年学生前行的“开路人”

把爱融入自己的行为中、用爱去传播信仰，已经成为了高校
辅导员们的“工作法宝”。

x工业大学的李青山是一个爱“串门”爱“唠嗑”的辅导员，
家访是他工作中的“家常便饭”。李青山所在的学院农村学



生占比较大，困难生问题突出。通过家访，李青山为80多个
困难家庭送去温暖，帮助30多个“双困”学生成功“脱困”。
他还在“唠嗑”中聊出了30多名问题学生的“心里话”。

有人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是在很多辅导员看来，对
学生有质量的陪伴才是自己的追求和使命。正如x大学朱丹所
说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工作都是辛苦的，所以辅
导员的工作价值不能仅仅用辛苦去丈量，辅导员这份职业之
所以值得被尊敬和被认可是因为它的专业性。”

确实，一群“专家型”的辅导员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正在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积累，帮助青年大学生们实现梦想，
为学生成长成才引路导航。

“刘导，我们夺冠了！”看到学生黄杰在国际水下机器人大
赛夺冠后发给自己的七个字时，x工程大学的辅导员刘铁激动
之余倍感欣慰。

国际水下机器人大赛是业界公认的水下机器人领域的“世界
杯”。夺冠的那一刻，对于“后勤部长”、始终与学生一起
战斗的刘铁来说，“有什么能比学生洋溢幸福的笑脸更让自
己成就感爆棚呢?”

通过比赛，刘铁探索出一条培养人才成长的路径。他深知，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培养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的水声人才是自己的使命，要能将学生的个人理想与祖国
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应该说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是忙碌而繁琐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但是很多辅导员一干就是十几年，有些人甚至已经坚持了几
十年，因为很多辅导员深知自己的工作是一项用心灵陪伴心
灵、用灵魂感染灵魂、用青春点燃青春的事业。就像西南政
法大学的辅导员简敏所说的那样“学生的成功，这让我快乐，
所以我要把辅导员职业当做终身的事业！”



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篇三

以青年力量，追逐远大梦想，绽放奋斗光芒，这是青春最美
的模样。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近日联合发布2020年“最美高校辅导
员”“最美大学生”先进事迹，展现了当代高校辅导员和大
学生立足本岗敬业奉献、矢志拼搏不断奋斗的良好风貌。

江城武汉，英雄之城。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来自武汉
理工大学的辅导员靳敏，执着守护着自己的学生。在受感染
学生最无助时，她挺身而出，协调各方资源，撑起生命之舟;
她动员312名研究生投身战“疫”，发挥专业特色、扎根所在
地区，开展专业抗疫;在就业攻坚战中，她想尽千方百计，在
简历制作、面试培训、心理疏导和社会适应性教育等各环节
为毕业生全力护航。

在武汉封城的76天，华中农业大学辅导员祝鑫指导团队用76幅
“武汉大学生抗疫图志”凝聚正能量，获数万次转发;深入调
查上万名大学生的综合表现，形成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群体
画像调查报告，为广大辅导员提供信息支持;创造性利用网络
动员组织160余名专业教师，开展“云谈心”和“一对一就业
辅导”，全力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和成长发展。

面对疫情大考，燕山大学辅导员王银思交出了甘于奉献、开
拓创新的答卷。597个文档、62万人次、410万条信息，讲述
着她和学生的抗疫故事。疫情期间，线上平台的迅速发展激
发了王银思的灵感。她主持成立“机思广益”党建思政工作
室，创新发起校际党支部“云共建”活动，为疫情期间跨区
域开展支部共建提供了新思路。

“教育的本质就是爱”，这是许多高校辅导员不变的信念。

云南大学辅导员朱丹在专职辅导员一线岗位连续工作8年，共



陪伴900余名学生走过宝贵的青春岁月。她积极探索建立困难
学生帮扶体系，以“智志双扶”的理念，精准剖析每个困难
学生的致困根源，对症下药，先后帮助70余名困难学生完成
学业。

会“唠嗑”，爱“串门”，爱管“闲事”——沈阳工业大学
辅导员李青山深得学生们的喜爱。他所在的学院，农村学生
比例大，困难生问题突出。通过家访，他为80多个困难家庭
送去温暖，帮助30多个学生成功“脱困”。

从人人网到qq空间，从新浪微博到微信公众号，13年来，天
津师范大学辅导员张家玮深耕网络思政“新阵地”，与学生
互动交流，为学生答疑解惑。13年来，他撰写发布各类网
文700余篇，浏览量300多万，让学生在互动中受教育，在参
与体验中坚定理想信念。

22年坚守一线专职辅导员岗位，西南政法大学辅导员简敏
对2700多名学生全心投入。通过“危机信息三级联动报告
制”“班级考核量化制”“贫困学生登记制”等制度，她努
力做到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学生。在她的帮助下，多
名有厌学自杀、网络成瘾倾向的学生回归课堂。

人的幸福和欢乐在于奋斗，而最有价值的是为理想而奋斗。

哈尔滨工程大学辅导员刘铁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13年来，坚
持以爱为轴，为学生成长成才引路导航。他的学生曾蝉联国
际水下机器人大赛冠军，也曾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上折桂。在成长为学生心目中“金牌辅导员”的历程中，
刘铁也不断升华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杭州师范大学辅导员钱珊坚持调研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
回应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中的疑难困惑。她以“榜样”为
引领，探索“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变枯燥为生动，
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入脑入心。



西安交通大学辅导员库来西·依布拉音组织开展以“伟大事
业，信念领航”为主题的就业宣讲活动，讲述西迁故事，弘
扬西迁精神，积极为毕业生搭建平台、对接单位，提供就业
创业渠道。引导学生将爱国情转化为报国行，毕业后主动选
择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在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得到淬炼，在为党和人民奉献中收
获成长。

无惧风雨、勇挑重担，用不懈拼搏奏响青春之歌，以奋斗姿
态拥抱青春梦想。

为救同学，身中8刀——千钧一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崔
译文做出的选择，感动着千千万万的陌生人。这个平时连打
耳洞都会喊疼的瘦弱姑娘，毫不犹豫地推开同学小梁、以身
体阻挡歹徒行凶。

当人们惊叹她的勇敢时，崔译文只简单地回答：“我只知道，
我不冲上去，她可能会死。”

危难时刻，青春的选择总是令人动容——

生活磨砺，青春在逆境中迸发夺目光彩。

照顾患病养父、假期打工挣钱、带着养父一起踏上求学之
路……自幼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于婷婷，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生
活的重担。

难题一道道袭来，她却没有向命运低头。考入重庆财经职业
学院后，她在学校、出租屋、医院“三点一线”的生活中，
依然保持着优异的成绩。

“越是痛苦的东西才会让人更快地成长，坚韧是我最骄傲的
品格。”这是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9届本科毕业
生、第21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李莎生前对自己的评价。



这是一个靠勤奋读书从大巴山走出来的川妹子。在广西龙胜
各族自治县龙胜小学支教期间，李莎的自立自强、乐观向上，
让她很快成为学生们心爱的“莎姐姐”。

2020年5月，李莎在回支教学校途中遭遇意外事故，年轻的生
命永远定格在支教路上。

当青春梦与中国梦同频共振，年轻的生命会谱写出怎样激昂
的旋律?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来自大地，汇聚于大海。”刘智卓的
感受，正是所有青年一代的心声——“去往祖国需要的地方，
贡献青春力量。”

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篇四

在大学，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距离大学生最近，陪伴学生成
长;他们站在思政教育最前沿，帮助学生拨开迷雾;他们是学
生的人生导师，更是知心朋友。

出现在学生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从2020年1月23日起，燕山大学专职辅导员王银思就投入学校
疫情防控工作。

170天、597个文档、62万人次、410万条信息，记录了王银思
的抗疫点滴，疫情防控工作最艰难的一个月王银思忍着腰痛
趴在床上度过。

西南政法大学辅导员简敏操心的事情更为细碎，疫情期间，
留校学生牙龈肿了，要给学生买药和补充维生素，回家的学
生要操心他们的身体心理、行程、找工作。



她坚持每天与湖北同学和海外留学生谈心、给居家的学生隔
空喊话，特别是要天天了解因密切接触而被隔离学生生活的
点点滴滴。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党委副书记靳敏最担心和
挂念的是25个武汉籍研究生。6个月，近200个日日夜夜，靳
敏像战斗员，一刻不停歇。她每天按时汇总掌握学生信息，
排查学生健康情况，关心学生冷暖。

新疆籍研究生阿依木感受到靳敏榜样的力量：“我像老师一
样，成为新疆艺术学院的一名辅导员。”

众人拾柴火焰高。沈阳工业大学辅导员李青山发起“百名辅
导员抗疫志愿服务行动”，来自45所高校的136名具备心理咨
询师、就业指导师、生涯规划师等专业资质的辅导员参与到
服务行动中来，24小时在线服务，为不能返校的全国各地大
学生提供义务的就业指导、考研复试指导、学业辅导、心理
咨询等。

思政工作创新永远在路上

“11年来，从博客、bbs论坛到微博、微信、直播、短视频，
无论网络育人的载体怎样变迁，对我来说运用网络创新思政
工作是没有变的。”华中农业大学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祝鑫用
这句话概括她在网络育人实践中的摸爬滚打。

2009年，祝鑫开通“鑫曰心语”辅导员博客，“鑫”式风格，
清新、鲜明。2014年，祝鑫以微信公众号、微博、qq空间等多
平台共建成立“祝鑫工作室”。

“有学生在的地方，就是我工作的地方。”用11年的时间，
祝鑫探索出了新媒体环境下以辅导员为主体引领学生成长的
新媒体育人模式。



近3.5万人次在网上得到祝鑫的回复和互动，“学生们的问题
对我来说，就是动力之源，也是素材库。”祝鑫说。

这一观点和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委员钱珊不谋而合。
钱珊认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期望平等交流、有效互动、拥
有获得感。“这就需要我们在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上不断创
新，在网络思政教育上不断深耕。”

因为和学生年龄相仿，所以钱珊在上课时，“他们喜欢看什
么，喜欢听什么，就要把这些融入课程设计中，用他们能够
接受的方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

为了让课程更有亲和力和吸引力，钱珊开创了“网络+实践”
式的思政课堂。在课堂上，以慕课、直播为载体，组织学生
参观井冈山、西柏坡、韶山等红色革命基地;在课堂外，通过
暑期实践行动、“公益实践坊”等生动的实践体验让学生浸
润中华优秀文化和红色文化，切身感受其中的意蕴。

“要让学生成为网络文化建设的主人，让网络成为传播核心
价值观的高地。”钱珊始终坚持以此理念开展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

天津师范大学辅导员张家玮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思政教育与
专业学习更好结合，探索艺术类学生的“课程思政”。

他从形式上设计“微视频”拍摄、翻转课堂、实地调研等引
发思考、学生喜爱的实践活动，在工作中把“大道理”转化为
“小故事”，把有意义的思想变成有意思的文化创意产
品。“思政教育永远在路上!”张家玮说。

为学生成长引路导航

“刘导，我们夺冠了!”看到学生黄杰在国际水下机器人大赛
夺冠后第一时间发给自己的七个字，哈尔滨工程大学辅导员



刘铁激动之余倍感欣慰。

国际水下机器人大赛是业界公认的水下机器人领域的“世界
杯”。夺冠的那一刻，学生洋溢幸福的笑脸，让e唯社团十年的
“后勤部长”、一名始终与学生一起战斗的刘铁充满成就感。

从2011年首次参赛到2018年夺冠，7年间，刘铁与社团学生们
一起反思不足、讨论细节、寻求技术支持。

通过比赛，刘铁更是探索出一条培养人才成长的路径，即通
过基础培训和普及型科技创新赛事相结合，通过“学以致
用”的方式培养学生，在一次次赛事摔打中精益求精，锻炼
出精兵强将。

以赛育人，鼓励学生们创新创业，刘铁用信心激励学生、用
信念锻炼学生、用信仰照亮学生，为学生成长成才引路导航。

而对云南大学辅导员朱丹来说，号召学生去祖国需要的地方，
是对学生们成长价值的引领。

在朱丹带过的学生中，20%的汉教研究生都有外派当志愿者的
经历，大多毕业后选择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埃塞俄比亚
等艰苦地区)孔子学院成为汉语教师，90%的思政教育相关专
业硕士毕业生选择成为一名思政教育工作者，90%以上的本科
出国留学生选择在毕业后回到祖国、建设家乡。

为助力大学生就业，朱丹主动牵头推出省内首档大学生思政
融媒体节目《你好，大学生!》，前10期节目期期聚焦“毕业
生就业”，用直播、视频、综艺的方式对全省大学生开展就
业观引导、就业技巧传导、就业政策解读。“学生需要的，
就是我要提供的”，这是朱丹八年来始终不变的信条。

“党的事业需要我在哪里，我就到哪里”，从新疆到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励志书院少数民族学生专职辅导员库来西·依



布拉音自2002年大学毕业后，在辅导员岗位上一干就是18年。

库来西·依布拉音支持少数民族毕业生传承西迁精神，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干事创业。在她的鼓励下，2020届毕业生布
阿依先木、艾合麦提江·喀斯木等多名同学踊跃报名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投身新疆基层医疗事业。

除了精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库来西·依布拉音还结合自己
多年的学生工作经验撰写工作笔记9万余字，在工作中进行传
帮带，做少数民族辅导员的辅导员。

西安交大辅导员哈斯铁尔说：“她是我们的知心姐姐，让我
们感到亲切和温暖;每次谈论到自己将来的职业发展，大家都
会说，想成为她那样的辅导员;她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更加
清晰职业发展方向，更加体会到辅导员职业的价值感!”

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篇五

疫情防控中，x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辅导员靳敏对自
己带的25名x籍研究生尤为关心。逐一排查和叮嘱后，靳敏发
现，学生小霞是医务人员子女，家里长辈已经感染，在照顾
家人期间，小霞也开始出现症状。靳敏心急如焚，与学院老
师一起，积极寻找资源、联系医院……在各方努力下，小霞
终于顺利住进定点医院。

6个月，180多个日日夜夜，靳敏全力以赴。她每天按时汇总
学生信息、排查学生健康情况、及时捕捉学生的思想变化，
即便隔着屏幕，她也始终对学生情况了如指掌。

有段时间，虽然学生不到校，但x师范大学辅导员张家玮依旧
忙碌。通过网络“主播式”讲故事，张家玮把“最美逆行
者”的感人事迹讲给学生；利用“云班会”“云党日”，张
家玮用事实讲述着“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所在。

在张家玮的带领下，学院辅导员们既“备课”又“讲课”，既
“自学”又“教学”，把疫情防控作为思政教学教材。

为帮助更多的大学生就业，x工业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党
总支副书记李青山点对点帮助学生对接企业人力资源部
门。“学院279名毕业生，我们尽量做到让每个学生都有充足
的就业选择。”李青山说。

李青山还发起了“x辅导员百家优质企业促就业活动”，组织
带领30余所高校的91名辅导员向大学生推荐100余家“信得
过”的用人单位，为毕业生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并提供24
小时在线就业服务。

最美辅导员事迹材料篇六

无惧风雨、勇挑重担，用不懈拼搏奏响青春之歌，以奋斗姿
态拥抱青春梦想。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近日联合发布20__年“最美高校辅导
员”“最美大学生”先进事迹，展现了当代高校辅导员和大
学生立足本岗敬业奉献、矢志拼搏不断奋斗的良好风貌。

为救同学，身中8刀——千钧一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崔
译文做出的选择，感动着千千万万的陌生人。这个平时连打
耳洞都会喊疼的瘦弱姑娘，毫不犹豫地推开同学小梁、以身
体阻挡歹徒行凶。

当人们惊叹她的勇敢时，崔译文只简单地回答：“我只知道，
我不冲上去，她可能会死。”

危难时刻，青春的选择总是令人动容——



生活磨砺，青春在逆境中迸发夺目光彩。

照顾患病养父、假期打工挣钱、带着养父一起踏上求学之
路……自幼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于婷婷，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生
活的重担。

难题一道道袭来，她却没有向命运低头。考入重庆财经职业
学院后，她在学校、出租屋、医院“三点一线”的生活中，
依然保持着优异的成绩。

“越是痛苦的东西才会让人更快地成长，坚韧是我最骄傲的
品格。”这是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__届本科毕业
生、第21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李莎生前对自己的评价。

这是一个靠勤奋读书从大巴山走出来的川妹子。在广西龙胜
各族自治县龙胜小学支教期间，李莎的自立自强、乐观向上，
让她很快成为学生们心爱的“莎姐姐”。

20__年5月，李莎在回支教学校途中遭遇意外事故，年轻的生
命永远定格在支教路上。

当青春梦与中国梦同频共振，年轻的生命会谱写出怎样激昂
的旋律?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来自大地，汇聚于大海。”刘智卓的
感受，正是所有青年一代的心声——“去往祖国需要的地方，
贡献青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