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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与扶志相结合，开创高校育人新思路
李　璐　黄振华

（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 黑龙江 161006）

摘要：扶贫既是学生接受公平教育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国

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因此，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并针

对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的学生，制定了相应的资助政策，以使学生

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想让学生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单

纯进行扶贫还是不够的，在教育过程中高校还需要注重扶志，如此，

学生才能具备诚信、感恩、上进等优良的品质。基于此，本文就

如何将扶贫与扶志结合起来，开创高校育人新思路进行了探究，

以期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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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入大学是每个学生梦寐以求的事，然而大学的学费，却

让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止步。为了改变这种现象，为贫困生提供

接受教学的机会，国家推出了助学贷款。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

好事，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总是存在种种令人心寒的行为。

为此，高校就需要将对学生的救助从经济层面上升到精神高度，

这样学生才不会出现不劳而获等错误思想，真正成长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添砖加瓦。

一、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的必然性

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 扶贫只能帮助学生暂时

摆脱贫困，而扶志却能帮助学生永久摆脱贫困。我党在脱贫攻坚

战役中，始终坚持将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不只给贫困地区送温暖，

也给他们送志气与信心。

正是因为两者的有效结合，当前我国许多贫困地区的贫困家

庭，都通过勤劳的双手，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对于高校来说，扶

贫就是帮助学生解决经济问题，让学生能够顺利上完大学。此举

既有利于帮助贫穷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提升国民素质。

扶志就是要为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思想价值观，让他们成为

新时代的有志青年。如此，学生才能自强不息、勇于奋斗，用勤

劳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此，在教育过程中，高校不仅需要对学生进行扶贫，还需

要对他们进行扶志，如此，方能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促使

他们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以及自己的光明前景而不懈奋斗。

二、新时代高校扶贫扶志新思路

（一）立足贫困生建档，加强诚信教育

诚信是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也是大学生必须要具备的道德

品质。在开展扶贫扶志工作时，高校首先需要加强的就是诚信教学。

除了助学贷款，在校期间学校也会为贫困生准备不同额度的助学

奖，此举是为了让大学生能够安心学习，不必为吃饭问题发愁。

然而部分学生为金钱所惑，哪怕自己不是贫困生，也瞒报信

息去申请贫困助学金。此举，不仅会阻拦家庭真正贫困学生的求

学之路，也会让贫困生在他人的弄虚作假中丧失诚信，变成未达

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为此，在为贫困生建档时，高校就需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对每位学生的真实情况进行评估，严禁弄虚作假，以确保国家给

予的温暖能够真正送到贫困生手中。

1.“绿色通道”，做好诚信教育的第一关

高校对于贫困生的关怀是十分到位的，为使贫困生在入学前

了解国家的各项资助政策，合理申请助学贷款、贫困奖学金等，

学校在给学生邮寄入学通知书时，也会为学生附带《高等学校资

助政策简介》宣传手册以及《高等学校学生家庭情况调查表》。

如此，学生就能在开学前，先将相关的资料准备好，以便于

在开学当天走“绿色通道”顺利入学。为了最大程度为贫困生提

供帮助，国家对于学生申请贫困资格的资料审核并不严格，这就

使得许多学生以及学生家长想到了要钻国家的空子，谎报材料，

骗取助学金。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开学以后辅导员就需要通过与

学生深入谈心、走访宿舍、与学生家长核实情况等方式，深入了

解每个贫困生的情况。如此既可以避免骗取助学金情况的出现，

也可以加强教师对学生的了解，方便教学工作的展开。

2. 贫困生建档，做好诚信教育的第二关

我国《贫困生建档及认定办法》规定，贫困生的认定，还需

要贫困生本人或者家庭所在地乡镇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加盖公章

的证明信；贫困生本人填写的《建档登记表》；各个院系辅导员

或者班主任从其他学生处所了解的贫困生情况，以及学生投票选

举的结果。这几种资料缺一不可，当准备齐全后，辅导员就需要

安排贫困生本人签字，证实资料可靠。如此，才算完成了建档工作。

3. 毕业生还贷，做好诚信教育的第三关

每年高校都有部分贫困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申请助学贷款，

这笔贷款通常是由当地银行或者信用社提供的。为了让学生心无

旁骛地学习，不给学生增加额外的负担，助学贷款都是没有利息的，

但是它要求学生毕业后，就要开始偿还。

然而，部分学生由于助学贷款没有利息，不曾给他们造成过

压力，所以毕业后就逐渐忘了这回事。还有部分学生认为，国家

资助他们学习是应该的，自己不应该偿还贷款，从而成为了老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高校就需要在还贷这一环节，加强诚信

教育。

首先在学生办理贷款时，银行应该为学生普及诚信教育，告

诉他们毕业后一定要偿还贷款，如若拖欠会造成什么后果。

其次，高校应该让银行为学生宣传理财与征信知识，并为他

们发放征信手册，并以征信为主题开展讨论会。

最后，高校也需要在平时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学，并对学生

的后期还款情况进行追踪，以保证杜绝学生拒绝还贷的情况发生。

（二）以行动为根基，加强感恩教育

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感恩之心不仅能够使学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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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在社会中生存下去，也能让他们将爱与责任代代传承，促使

社会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贫困大学生不仅会受到国家和高校的资助，也会受到社会爱

心人士和机构的赞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大学生在接受了

资助后，也应该对国家、社会、以及每个帮助过他们的人产生感

激之情。

然而，大恩成仇，当前部分大学生在接受帮助的初期会心存

感激，当接受的帮助过了，他们开始习以为常，觉得国家、学校

以及社会中的有钱人就该对他们提供帮助。甚至还有部分学生，

产生了攀比心理，想要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从而一次次张口，想

要得到更多的资助，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会产生极端仇恨

的心理。

这种状态下，学生不仅无法回报社会，还可能会成为国家和

社会的毒瘤。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高校就需要对学生开展

感恩教学。

首先，高校要通过感恩征文、看感恩题材的电影等方式，在

学生的生活中渗透感恩教育。

其次，高校也需要鼓励学生给资助过他们的人写感恩信，在

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学生才能理解他人，懂得什么是责任，什么

是感恩。拥有一颗感恩之心，学生不仅可以以实际行动关爱他人、

回报社会，也能明白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从而更加努力地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为家庭以及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以榜样示范为引导，加强励志教育

对大学生进行教学不仅需要言传，还需要身教，因此，高校

也需要加强榜样的示范作用。

首先学校应该让拿到励志奖学金的学生以及三好学生，为其

他学生分享学习经历，以及学校、国家和爱心人士对他们的帮助，

并据此发表感言。这样就可以给予其他学生警示作用，让他们明

白贫困并不是阻碍他们进步的脚步，虽然贫困让他们的生活更为

艰难一些，但是在国家的帮助下，他们只要努力仍旧可以圆梦。

贫穷不是父母的错，也不是国家的错，他们不应该怨天尤人，而

是应该感谢贫穷带给他们的难忘经历，并以此为契机，用自己的

双手创造美好的明天。

此外，学校也可以邀请一些毕业后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而成

功的贫困生回来演讲，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为在校大学生上一堂

生动的教育课。让贫困大学生明白，起点不会决定人生的高度，

只要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拼搏，就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为

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

（四）以心理健康为载体，加强成才教育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发复杂，存在

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多，如果大学生无法正确认识自我和社会现

实，处理好人际关系，调节好社会矛盾，那么大学生心理上就会

产生不适。

积少成多，在日积月累下，这些小问题就会对他们造成严重

的心理负担，使他们产生心理疾病。而与其他学生相比，贫困学

生无疑面临着更多的问题。

虽然大学生都是道德水平较高的人才，但是在偌大的群体中，

总有那么几个品质存在些许问题的学生，对于贫困生他们会肆无

忌惮地嘲笑，用居高临下的眼神藐视他们，这就使得本就有些自

卑的贫困生，变得更为内向。

此外，部分学生虽然是出自善意，但是他们总是无法将贫困

生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而是用同情和怜悯的眼神看待他们，

这就导致贫困生的自尊心受挫，从而形成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

想让贫困生快乐健康地成长，高校还需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为帮助贫困大学生克服心理问题，走出心理贫困区，高校的

心理健康教育部门就需要与自主管理部门联合，为所有的贫困生

都建立心理档案，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活动，解决贫困生存

在的心理问题。

同时，高校也需要为贫困生创设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帮助

他们树立起自信心，让他们明白他们很优秀，不比任何人差。此

外高校也需要为大学生开展心理咨询室，为他们解决心理问题提

供有效途径。

部分学生存在害羞心理，不愿意走进心理咨询室和教师分享

自己的心理问题。针对这种现象，学校就可以为学生开展线上服务，

以匿名的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

只有全面对贫困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他们才能充分认识自

我、肯定自我，为自己规划好宏伟蓝图，并为之努力，最终得到

自己想要的人生。

贫困生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贫穷而自卑，所以在资助

学生的整个过程，心理健康教育部门，都应该随时为学生提供帮

助，让学生正视贫穷，明白贫穷不是原罪，它只是人生的一个磨难，

只有经历过磨难，才能迎接更为璀璨的人生。如此，学生才能成

为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有为青年。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育人中融入扶贫与扶志教育，不仅可以塑

造学生的美好品格，也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为此，高校就需要全面渗透诚信教育、感恩教育，还需

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如此，贫困大学生才能在诚实守信、

懂得感恩、富有爱心、乐于助人等美好品质的助力下，真正摆脱

贫困，成为能够为家庭和社会做贡献的可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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