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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贫困生精准资助育人工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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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健全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制度发挥育人功效，是新形势下促进贫困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本文分析了当前高校贫困生资助育人

工作的重要性及困境，提出高校贫困生精准资助育人策略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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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基本战略的目标 , 进一步确

保大学资助政策的实施到位 , 促进教育扶贫攻坚的深入发展 , 它是

一种新时期有效的方式来确保教育公平和正义 , 促进贫困学生在新

形势得到健康发展。高校要帮助贫困生充分理解教育惠民政策和高

校资助政策的各项内容，切实解决贫困生的求学就学问题，增强贫

困生脱贫的愿望。与此同时 ,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精确的资助模式为

贫困学生排忧解难，发挥其育人功能，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贫

困学生特点扎实开展各种工作的定点扶贫、助学扶智重在援助智力

教育 ,帮助根除穷人穷根 ,确保教育经费下拨准确。

高校资助体系的目的是促进贫困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学校作为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阵地，应把资助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

体现教育的强化功能，开拓教育途径和模式，加强其对学生的吸引力。

同时，要注意帮助贫困生的心理问题，如教育引导贫困生，提高贫

困生消极自卑心理，感恩诚信意识的培养。高等教育扶贫工作需要

注重精度，夯实基础。要把感情、心血、力量准确到位，准确地运

用到对贫困生的扶贫助学工作中，打造形式多样、视角多样、全方

位的扶贫格局。

1 高校贫困生资助育人工作痛点

1.1 贫困生建档入库不够精准

目前，高校经费政策主要有奖、助、贷、减、补等形式，但也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资助工作最常见的问题主要是在资格审查、

建卡立档、指标配额、组织评议、投诉受理等方面。高校贫困生的

备案入库仅以生源地基本生活保障线参考标准为依据，各地参考标

准不平衡，难以提供科学依据；一些贫困生自尊心很强，由于心理

障碍或害怕被同学看不起，放弃申报；而大多数高校评审的重要依

据是学生的贫困证明材料，部分学生由于高校资助政策的不知晓，

未建档入库而没有参加评审资格，在资金评审过程中没有有效地进

行民主评审，只是在投票时确认的可能不少，存在拉票等人为因素

的影响；一些学生提供了不良材料进行弄假，审核过程不严谨，各

种原因导致了资助工作的不公平、不能让所有的贫困生都得到精准

资助帮扶 [1]。

1.2 资助工作不能精准解决贫困生问题

目前，高校助学往往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助学模式，缺乏人文关

怀和有效的教育引导，而针对性强的助学政策体系与思想政治教育

相结合的趋势大有必要。在高校贫困生的结对帮困工作中，情感和

心理问题准确解决仍是重点和难点，因为此模式只是依赖提供物质

和经济上的支持，却忽视学生思想意识的培养，如学生不良消费观

念和不良消费风气的形成；贫困生建档立卡评为特困生存在依赖心

理转态，他们理所当然。资助学生缺乏感恩之心，存在违反校纪校规，

恶意拖欠助学贷款，诚信意识缺失淡薄等现象。高校助学工作要重

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不能只治标不治本，更要使

学生不仅限于眼前的经济解脱，而且要引导学生为更好的未来而奋

斗 [2]。

2 高校贫困生精准资助育人工作的对策

2.1 保障精准资助育人工作机制

高校要完善学生资助和育人的运行保障工作机制，完善资助体

系制度健全。为充分调动高校经费资助有关部门的力量，有效引导

和帮助指导贫困学生，加强资助经费和教育的组织保障，解读脱贫

攻坚、扶贫教育的基本经费政策，要开展政策宣传发动，提高贫困

对象资助的准确性。根据贫困生资助信息档案，为资助工作提供准确、

有效的向导，提升决策支撑的科学性。采用“互联网 + 资助”模式，

为贫困学生提供精准数据共享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和学生干部的力

量作用，制定结对帮扶制度和帮扶贫困学生机制；建立资金监管平

台，建立贫困程度分类评价模型，跟踪认定过程并做好对接工作，

保障资助及时下拨贫困学生 [3]。

2.2 加强贫困生后续教育机制建设

充分发挥高校经费资助政策的激励作用，积极开展贫困生思想

政治教育，加强贫困生人格塑造、道德修养和精神建设，完善贫困

生诚信、感恩、责任教育；开展励志教育主题系列活动，通过先进

的典型宣传帮助贫困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增强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和信心，鼓励他们不断自强。高校要重视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扶贫，

做好思想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不断提高贫困生的心理素质；建立

智慧高校大学贫困生档案大数据库平台系统；利用寒暑假走访贫困

生家庭，深入了解贫困生家庭情况，掌握贫困生思想动态。有针对

性地对贫困生进行心理咨询和帮扶，加强对出现心理危机的经济困

难学生及时开展心理干预。

2.3 构建资助育人工作长效机制

注重培养学生的人际沟通交往能力、情绪控制能力和社会适应

能力，多形式、多渠道开展校内外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勤工俭学，

通过社会实践机会得到救济，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开展资助体系和

资助工作的长期研究，做好资助工作人员培训和形成建设发展模式，

积极分析校地资助育人工作制度的难点和路径，学习借鉴其他高校

的优秀范例，创新和完善经费，和教育的精准服务机制，提高服务

能力；积极构建教育经费保障体系，构建教育经费保障体系，积极

建立资助和教育贫困学生的长效机制，真正为他们提供精准资助。

3 结语

教育扶贫工作难度大且任重道远，充分发挥财政资助和教育育

人功效，是新形势下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维护高等教育稳定的

迫切要求。高校要进一步探索帮助解决贫困生经济扶贫和心理健康

扶贫的新途径、新方法，切实开展教育引导，建立教育经费育人工

作的长效机制，更好地保障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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