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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困境与路径
伏方霓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融媒体”背景下产生的信息技术革命，对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者，如

何抓住时代机遇，解决资助工作现存问题，提高资助工作效率，

实施精准资助，提升资助育人实效，成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者们

亟需探索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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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高校学生资助工作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各个产业集群、行业领域都发生着深刻

变化，就高校学生资助领域而言，在融媒体环境的浸润下，高校

学生资助工作也发生着由内而外的变化。目前，各个高校纷纷建

立学生资助系统平台，学生资助工作从传统的有纸化办公向无纸

化办公跨越，同时，高校还打造了无处不在的学生资助信息传播

格局，开创了丰富多彩的资助育人新篇章。

（一）高校建立了功能强大的学生资助系统平台

根据教育部教育信息“十三五”规划总体部署和整体要求，

高校在全面推进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校园奋进之笔时，也带

来了学生资助领域的信息革命，各个高校纷纷建立自己的学生资

助系统平台，对学生资助体系进行全过程、全方位、全视角的升

级改造。利用融媒体技术，学生资助主客体及其参与者均能够借

助移动客户端下载学生资助 App，登录官方 QQ、微信、学生资助

系统平台进行家庭经济困难生认定、评议、审核、公示，完成国

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金等“奖勤助贷补”等资

助项目的评议、审核、信息填报、资金发放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

程序，实现无纸化学生资助工作模式，学生资助工作向信息化系

统平台模式转变。

（二）高校打造了无处不在的学生资助信息传播格局

融媒体具有时效快、渗透深、颠覆强、交互广等内在优势，

在学生资助信息发送端，利用 QQ、微信、公众号、客户端、校

园网等多个信息渠道进行多媒联动，可以完成点对点、点对面、

面对面的学生资助信息发布，适时推送学生资助工作亮点、资

助育人优秀事迹报道，展现跨越时空界限的“零时空”学生资

助信息传播格局。作为土生土长的网络居民，大学生内植着信

息化、网络化思维方式和生活、学习、工作空间，大学生群体

成为网络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手机成为他们最直接、最实用

的信息获取工具，移动信息技术处理事务成为大学生的优先选

择。在此背景下，“融媒体”打造了无处不在的学生资助信息

传播格局，对学生资助工作进行全时段、全方位、全覆盖的信

息发布和宣传报道，使学生资助工作科学性与艺术性并存，规

范性与个性化共生。

（三）高校开创了丰富多彩的资助育人新篇章

融媒体时代，高校在坚持资助育人常态化与常新化标准下，

资助育人实效不断取得新突破。高校通过学生资助客户端、校园

网、易班、官方 QQ、公众号等，多渠道、多形式向受资助学生推

送富有真情实感的“感恩奉献·励志成才”典型事迹，传播好声音，

传递正能量，通过对这些素材整理加工，以抖音、动漫、微视频

等形式呈现给受资助学生，对受资助学生而言，这种形式更符合

他们的接受机制，其内容又更具亲和力、感染力和说服力，容易

对受资助学生产生榜样引领作用，激励他们感恩奉献，迎难而上，

励志成才。

二、新时代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困境

（一）高校距离全面实施“体面资助”还有很长一段路程

随着学生资助工作向纵深推进，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由保障型、

救济型向发展型、内涵型转变。然而，高校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国家助学金评定等方面基本上仍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相结合，逐级落实的老办法。从学生资助评议的整个程序来看，

班级认定是关键。

看似公平合理、操作规范的两种评定方式存在三方面缺点：

一是资助名额按照学生人数比例层层分配的方式，忽视了校际之

间、院系之间、班级之间的差异性。二是学生资助评议小组成员

均来自于同班同学，对于提交申请材料的学生而言，他们家庭背

后不希望被他人所知的一面就会公之于众，如有的学生父（母）

患有精神疾病或者自己身患癫痫、心脏病等，出于尊严、面子等

因素考虑，这类学生极有可能选择主动放弃提交申请材料，错失

受资助的机会。三是部分享受到国家资助的学生同时也承受着巨

大的心理压力。有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

于经济贫困的压力，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

过度敏感、自卑、焦虑，人际交往困难等。”

综上可见，无论是鉴于哪种情况，高校及其资助工作者都需

要付出更多努力，加快推进“体面资助”步伐，确保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体面受助”，把学生资助与保护学生心理健康，实施人

文关怀统一起来。

（二）高校学生资助信息系统之间的兼容性较低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校园建设的深入推进，高校学生资助信

息化建设成果显著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学生资助信息

系统之间的兼容性较低问题，成为阻碍学生资助质量提升和资助

育人效果的重要因素。

1. 高校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兼容性较低

融媒体时代，高校各职能部门几乎都拥有自己独立的信息系

统，如招生就业处、学生工作处、财务处，有的部门甚至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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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每个系统都存储着大量的数据资料，但由于各个系统

建设标准的不统一，高校内部各系统之间的兼容性非常低，使得

各信息系统存储的数据也具有相对独立性。

2. 高校与其他部门信息系统不兼容

各部门各单位的信息系统设计使用环节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和

排他性，信息系统建设标准不统一导致高校学生资助系统与学籍

系统、扶贫系统、民政系统等部门的数据信息仍不能实现信息共

享，加之各部门在开展学生资助工作中认定标准的差异性和主观

性，在实际学生资助过程中经常出现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混乱现象，

造成对困难学生信息漏报、错报和瞒报等问题。

3. 不同级别学生资助系统不兼容

就目前学生资助系统的实际操作来看，各学生资助系统是相

对封闭的，不具备共融共享性，也就是说即使同为负责学生资助

工作的人员，每个学生资助部门的负责人也只能进入自己管理权

限的学生资助系统搜索、查阅、调取相关资料，无权进入管理权

限之外的学生资助系统。

三、新时代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路径

（一）压实学生资助工作，高校全力推进“体面资助”新

战略

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一年，进入融媒体时代，高校在开

展学生资助工作时应树立资助育人质量提升理念，既要加强资助

覆盖率，又要落实细节，全力推进“体面资助”新战略。

1. 兜住学生资助底线目标

高校在开展学生资助工作时应切实落实需要资助的学生“一

个都不能少”的底线目标，在各类学生资助项目里，高校通过优

化资助工作流程，改进服务方式，如尝试“容缺受理”、隐形资

助等，杜绝个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碍于颜面，顾忌尊严和个人

隐私等情况而“主动放弃”受资助的权利。

2. 压实学生资助主体责任

高校力求打造一支业务精进、素质优良、能力卓著的新型资

助队伍从事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实现学生资助育人保障学业与促

进成才相结合的目标。

3. 坚持学生隐私保密原则

学生资助主体在开展学生资助工作时，既要坚持信息公开，

确保学生资助工作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性，更要坚持对受资助学

生个人隐私保密原则，在精细、精准、精密上下功夫，杜绝资助

主体把受资助学生的个人隐私当作饭后的调侃内容，从源头上杜

绝隐私泄露，避免对受资助学生内心造成伤害。

4. 用好学生资助信息系统

融媒体时代，高校虽然建立了自己的学生资助信息系统，但

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是人为因素占主导，如在家庭经济困难生认定

方面主要是由选举（推荐）产生评议小组进行困难认定，学生资

助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学生资助信息化建设的摆设。鉴于此，

高校应利用好信息系统的强大功能，用信息系统开辟出“体面资助”

新渠道，如采用全学段覆盖、大数据收集、量化模型等手段代替

传统人工排序的方式，对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可以进行精准评估。

（二）加强信息系统平台建设，高校努力实现学生资助信息

共享新格局

高校应借助信息技术和融媒体技术优势，打造出可兼容、易

共享的学生资助信息系统，实现学生信息共享新格局。

1. 加强高校内部各部门系统平台之间的标准化建设

高校在推进数字化、信息化校园奋进之笔时，应坚持一体化

建设标准，打通高校内部各系统平台之间的门户界限，实现一平

台录入，多平台共享的格局，减少不必要的数据统计、困难生重

复认定等重复劳动，提高学生资助工作效率。

2. 加强高校学生资助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的兼容性建设

高校应加快对学生资助系统的升级改造工作，搭建学生资助

系统与学籍系统、就业系统、扶贫系统、民政系统等部门系统的

融合，实现各部门数据对接和资源共享，避免实际操作过程中因

各单位认定标准不统一、各系统平台不兼容而出现信息漏报、错

报和瞒报的情况。

3. 构建“一纵到底”的一体化学生资助系统平台

高校需充分挖掘融媒体技术优势，探索建立从幼儿园到大学

覆盖等各个学段的一体化学生资助工作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学生

信息档案动态管理。借助一体化学生资助系统平台查阅、调取学

生信息，实现家庭经济困难生认定动态识别、动态认困、动态资

助的目标。

四、结语

“融媒体”时代，学生资助工作与其他部门、行业、产业、

媒介的融合成为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校应紧跟时代

步伐，紧紧把握信息时代脉搏，全力推进“体面资助”新战略，

努力实现学生资助信息共享新格局，切实提高学生资助主客体的

媒介素养，守住融媒体作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新阵地，扬长避短，

顺势而为，全力打造新时代学生资助质量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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