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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学业困难群体帮扶路径探究 
唐雅莉 

（机电工程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摘要：高校学业困难学生群体帮扶一直是学风建设中的重难点问题。本文通过全面分析学业困难学生群体的特点、成因及表现，
从“三全育人”视角出发，全方位构建学校-学院-家庭-朋辈-个人五级学困生精准帮扶体系，探索育人理念、制度安排、帮扶体
系和人员协调等多方面联动的高校学业困难群体帮扶具体路径，有效帮助学业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为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
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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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高等教育已经逐渐向大众化教育转型。高中和大学在学制、教学模
式、师生关系、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部分学生不适应大
学学习生活的节奏，因学习动力、方法、态度、能力等主客观原因，
不能完成学校教育教学规定的任务，导致学籍处理的学生数量逐年
攀升。学业困难群体问题已经成为高校学生工作以及教育教学中的
重点和难点问题，能不能找到有效路径及时给予监督、引导，帮助
学困生（学业困难学生群体）走出困境，不仅关系到学生的学业和
未来发展，更关系到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学风建设的重大问题。 

二、“三全育人”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

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新局面。“三全育人”学生工作模式是高校深入贯彻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其中，“全员育人”，即高校全体教职
员工都要承担起育人职责，形成完整、全面的育人工作格局；“全
程育人”，即遵循大学生成人成才规律，规划不同阶段工作重点，
进行针对性教育；“全方位育人”，即将育人工作覆盖到课堂、实验
室、校园、网络和社会，多维推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困生”学业困难的原因非常复杂，这就要求高校育人工作
需要转换工作理念和模式，多措并举为学业困难学生帮扶提供理论
和实践依据，帮助他们重拾学习信心，顺利完成学业。 

三、学业困难群体分析 
“学业困难”是指学生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导致学习成绩不达

标，不能按期修满教学计划所规定学分，从而导致休学、退学、延
长学制等学籍处理。全面、客观的分析学困生群体的特点、成因以
及表现，有助于管理者实行更精准的帮扶。 

学困生有以下主要特点：学困生中男生远多于女生，农村学生
多于城镇学生；学困生普遍缺乏自控力，意志力薄弱，容易出现畏
难情绪；生活迷茫颓废，学习目标不明确、态度不端正、纪律松懈、
兴趣缺乏。 

学生出现学业困难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专业选择盲
目，导致丧失学习兴趣；大学与高中的学习节奏形成强烈反差，缺
乏适应能力的学生很难调整状态；自身基础薄弱，畏难情绪严重；
面对大学的多种选择，人生规划迷茫，缺乏主动探索意识。 

学困生群体学业困难主要表现：在学习中，对学习的热情不足，
出勤率低，上课易走神，对待课堂和学科作业态度拖延、敷衍，自
主学习能力较差，最终导致课程分数较底。在生活中，学困生常表
现出焦躁，消极，自我否定，对事怠慢拖延，沉迷网络，厌学，甚
至在人际交往中出现重重问题。 

四、基于“三全育人”理念构建学业困难群体帮扶体系 
“三全育人”理念给学困生群体帮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笔

者将从制度预警、氛围营造、谈心引导、持续跟踪、朋辈帮扶等方
面入手，形成学校-学院-家庭-朋辈-个人五级学困生精准帮扶体
系，为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指导，做到全局把
关、统筹推进。 

（一）学校、学院层面 

学校建立学业预警制度和毕业预警制度，实现学业动态管理。
在学风建设方面，学校应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潜移默化
的带动学困生端正学习态度。 

加强对学困生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将学困生纳入心理健康
教育重点关注对象，建立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开展学困生励
志素质拓展，挖掘学生潜力，提高学生自信心。 

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的育人机制，整合学校网络资源，完善公众
号平台分类，添加价值引领、学业互助、榜样的力量、专业知识科
普等模块，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正能量，引导学生养成良好
习惯，树立正确三观。 

辅导员建立《精准帮扶学生信息档案》，采取差异化精准帮扶
措施，有针对性解决学生实际问题。辅导员发挥资源整合优势，加
强对学困生的持续跟踪，创建“学困生互助群”、“一对一学业帮扶
QQ 群”、“学困生导师群”等线上交流平台，全员合力、多措并举
促进学困生进步。 

（二）家长层面 
在持续跟踪学业困难学生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家长的共同监

督作用。辅导员认真履行家校联系制度，共同督促、帮助学困生改
掉不良习惯，端正学习态度。同时，家长应努力营造良好的家庭氛
围，加强与子女的情感沟通，成为孩子成长路上坚强的后盾。 

（三）朋辈帮扶 
在实际工作中，对学业困难学生群体开展心理团辅、学业互助

交流座谈会、优秀学长经验交流会、专业师生座谈会等团体辅导，
让学困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经验。通过实施学业困难学生
“一对一帮扶”计划，邀请党员干部及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对学困
生进行结对帮扶。 

（四）个人层面 
学困生群体应提高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四自”

能力。大学的时间管理模式与中学完全不同，需要学生拥有较高的
自我管理能力的时间规划能力。这要求育人工作需要多进行事前干
预，提升学生自我控制能力以及对大学生活和学习的适应能力。 

学业困难学生群体帮扶工作是高校学生工作中的重点问题，学
校应贯彻落实“三全育人”教育理念，凝聚全校师生和社会资源，
全员参与，将帮扶工作贯穿于学困生学习生活全过程。通过构建学
校-学院-家庭-朋辈-个人五级学困生精准帮扶体系，多方协同联
动，帮助学业预警学生重拾学习信心，顺利完成学业，使学校人才
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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