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6 Vol. 4 No. 9 2021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管理与育人

中高职“双困生”的成因及帮扶措施研究
张昕月

（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南通 226000）

摘要：中高职“双困生”是指家庭经济困难、就业困难的学生，

亦或指家庭经济困难、学习困难或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在当前竞

争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中，中高职“双困生”抗压能力不强、自信

心发展不足、综合素质发展不全面、就业价值取向错位等导致与

其他学生相比，综合竞争力不强。这就需要教师加强对“双困生”

的研究，分析其成因，制定科学的帮扶措施，指导学生实现健康

成长。本文针对相关问题开展研究，提出相关发展策略，为从事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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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职教育的办学定位是为社会培养技能型人才，随着现代

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教师需要落实“有教无类”的理念，帮助

每一个学生都能顺利完成学业，成长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尽管国家扶贫事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中高职教

育当中，仍然存在一部分“双困生”，这些学生在经济、心理方

面都存在一定的障碍和阻碍，需要教师坚持一视同仁的思想，尽

快帮助这些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健康走向社会。

一、“双困生”的心理状况及成因分析

双困生简单来说，指的是经济困难、心理困难的学生。在实

际生活当中可以看到，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来到校园之后，

因为家庭经济状况的窘迫，逐渐在内心产生了一种挫折感，慢慢

地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情绪或者思想，自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

等心理问题伴随着学生，严重困扰学生的正常生活和学习，久而

久之，学生逐渐学习成绩下降，影响其健康成长。

（一）“双困生”的心理状况分析

1. 拥有健康的情感追求

许多“双困生”长期处于经济窘迫、物质条件匮乏的生活当

中，从小就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这一点在其求学道路上尤为显著。

一些学生因为学费、生活费的问题，从小便开始打零工，挣钱补

贴家用。但是经过长期的磨砺，这些学生反而没有丧失对生活的

信心，在吃苦求学的过程当中，学生从小就培养出了坚强的意志

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些学生的情感追求来自于对学业和事业的

追求，学生往往对自己的状况十分了解，其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困

难和阻力在于经济问题，因此这些学生的内心较为坚定，坚持对

学业的追求，保持学习动力，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勤劳付出，获取

一些经济报酬，减轻学业负担。

2.“双困生”心理状况复杂

“双困生”的内心思想活动较为复杂，这些学生身上可能同

时存在自卑、自尊以及虚荣心，当然，“双困生”也是人，人都

有复杂的情感，学生身上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思想情感这是无可

厚非的。“双困生”从小长期生活在物质贫乏的家庭当中，在接

触到其他学生之后发现自己的家庭生活与其他人不一样，这也就

可能导致学生产生自卑的心理，认为自己不如别人。但是这些学

生往往从小又开始独立，打工挣取学费，于是这些学生可能就要

多一些自尊的心理，自尊和自卑两种情感的交织，使得学生的内

心思想十分复杂。

（二）“双困生”成因分析

1. 客观环境条件的影响

许多“双困生”的出现与其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性，

一些学生生活在偏远的山区，交通闭塞，当地人的经济状况普遍

不好，这也就导致学生在受教育水平方面与其他学生存在一定的

差距。中高职院校一般都设立在城镇等地，学生来到城市之后，

生活成本骤然大幅增加，再加上学费的负担，难免导致学生因为

经济困难出现一些问题，将这些问题埋在心里，久而久之出现心

理疾病，影响正常的学业。而且一些学校贫困扶助工作方式不科学，

公开学生的信息和姓名，学生感觉自尊心受到伤害，影响了学生

的心态。

2. 主观影响因素

一些贫困学生长期处于窘迫的生活状态，饱尝生活的艰辛，

逐渐地产生了心理变化，无法正确看待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一

些心理承受能力弱的学生渐渐地开始怨天尤人，抱怨命运的不公。

另外，一些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弱，在进入中高职教育之后，来

到城市求学，逐渐发现自身的前途渺茫，难以与家境好的学生相

提并论，而且感觉他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自己，逐渐地丧失了对

生活和学习的信心，开始消极对待生活和学习，出现厌世情绪，

这就不利于养成健康的价值观念。

二、开展中高职“双困生”帮扶工作的意义

（一）有助于落实中高职学校育人任务

中高职院校的首要任务和本质任务是培养更多的人才，除了

普通的学生是人才，“双困生”同样也是人才，因此，中高职院

校应当一视同仁，将“双困生”也培养成为人才。针对“双困生”

的经济和心理问题，找到恰当的解决问题的路径，解决学生遇到

的难题，能够更好地教育学生，引导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的价值意识，

从而成长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不仅仅是要帮助

学生学好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有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思想心态，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积极向上的姿态迎接未来的生活。

（二）有助于“双困生”摆脱贫困

“双困生”产生一系列心理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上的弱势，

要想实现“双困生”的转化，需要从经济方面解决根本问题。经

过一系列的就业、实习活动的帮带，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从而转化自身的经济劣势。无论是助学金或者实习实践岗位的提

高，都可以为学生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

（三）有助于构建良好的校园文化

良好的校园文化的构建需要学生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姿态投

入到学习活动当中，不断提升学习效果，逐渐成长成为社会需要

的专业人才。校园文化的构建需要所有学生发挥潜力，不光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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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生要发挥作用，同样需要“双困生”发挥自身的价值和作用。

通过“双困生”的双扶活动，帮助学生扭转心理状态，寻找更好

的就业路径，解决经济问题，学生逐渐找回自信，越来越多的学

生找回学习状态，每个人都付出努力，这便可以构建良好的校园

文化。

三、针对中高职“双困生”的帮扶工作路径

（一）经济资助人性化

1. 拓展助学渠道

对于“双困生”的扶助工作，首先要从经济方面开展，这是

因为“双困生”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大多来源于经济因素。这

就需要教师思考如何以经济资助“双困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重获信心。“双困生”身上普遍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这就启示

教师可以寻找自助渠道，帮助学生扭转经济状况。资助工作的开展，

较为科学、恰当的方式也是自助形式，因为自助活动更加人性化，

能够维护学生的自尊心。

一方面，学校可以依托自身的资源，为学生提供一些教学辅

助岗位，或者内部其他勤工俭学工作机会，让学生在没有课程的

时候参与工作，帮助教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制定教学计划，

参与教学辅助。另一方面，学校也可以与一些地方企业联系，建

立签订勤工俭学协议，要求企业为学生提供相关岗位，学生在平

时到企业打工赚取生活费，企业支付一定的报酬。通过这样一种

勤工俭学的形式，学生赚取到一定的生活费，便可以缓解经济困难，

提升自信心。

2. 完善资助体系

从当前的学校资助体系来看，虽然已经开展了一些助学金、

奖学金方面的建设工作，但是相对来说并不完善，学生得到的助学、

奖学资金也是有限的。助学金、奖学金的额度有限，中高职一些

专业的学费较为昂贵，导致一些贫困生将资助奖金用在学费方面

尚且不足，城市生活较高的成本导致学生入不敷出，经济困难状

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针对这些状况，中高职学校要对奖学、助学体系加以完善，

首先要拓展助学自己的来源渠道，除了教育部门设置的助学金、

奖学金项目之外，学校可以自行从财政当中设置资助金，用于对

贫困学生的资助。另外，学校也可以与各大银行、企业开展合作，

向银行协调助学资金，以学生将来在企业就业挣取的工资为抵押，

向学生提供贷款，贷款的利率要足够低，避免高额的利息导致学

生在就业之后依然负担较重。

（二）心理干预科学化

除了经济原因造成学生出现问题，影响学生的学业之外，还

有心理问题。针对学生的心理问题，教师和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

心理疏导和服务工作，帮助学生重拾信心，收获生活的阳光。

1. 建立内部心理疏导机制

首先，中高职院校要对“双困生”的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掌握，

从学生进入学校开始，学校就要组织教师对本班学生的情况进行

摸底，重点关注一些贫困生，从他们入学之初就建力良好的沟通。

教师还需要主动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了解其经济、心理方面的

需求，之后教师要对特殊学生的状况进行建档立卡，重点关注这

些学生，及时掌握这些学生的思想动态。针对已经出现心理问题

的学生，教师要定期与学生进行交谈，教育学生要正确看待人生

道路上遇到的一些挫折，不要因为一时的经济困难和心理问题就

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要勇敢面对生活，相信自己的努力会取得

进步，扭转自己的经济状况。

2. 建立激励机制

“双困生”虽然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大多数学生身上都具

有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品质，这些美好品质正是当下青年学生

所匮乏的。为了科学激励“双困生”走出心理阴影，重获阳光，

学校和教师可以以一些典型的贫困学生为榜样，宣传这些学生身

上所具备的的意志品质，要求其他学生像这些贫困学生学习，自

觉培养自身的意志品质，提升学习动力，构建良好的校园文化，

展现当代中高职学生的精神风貌。

（三）管理工作人性化

针对“双困生”的管理工作，需要从细节上进行探讨，例如，

资格认定条件、档案管理、助学资金发放等工作都需要学校和教

师格外关注工作开展的方式，体现人性化特征。“双困生”的心

理可能比较敏感，如果感觉自尊心得不到满足，那么就可能出现

一些其他的情绪，影响教学管理工作的效果。

一些学校虽然讲求公开透明，在贫困认定和助学工作当中严

格公示相关工作步骤和内容，但是也不时地将学生的信息公布出

来，一些学生看到之后感觉十分不舒服，使得其在同学当中处于

一种尴尬的境地。因此，在今后的管理工作当中，学校和教师要

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寻找更为科学的工作方式。在贫困认定和关

怀工作的过程当中，实行半透明状态，只对涉及参与评定的教职

工和学生本人进行信息披露，避免信息的扩散，维护学生的自尊心。

同时，学校也可以举办一些特定的技能比赛，面向贫困生特殊群体，

重点指导这类学生夯实基础知识，开展技能比赛和培训活动，帮

助学生重获信心。另外，除了针对学生经济和职业技能方面的扶助，

也应该加强对学生心理上的疏导和服务，学校可以定期组织心理

医生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掌握其思想动态，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四、结语

“双困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需要得到学校和教师的特别

关注和爱护，学校和教师要科学分析“双困生”在经济、心理方

面出现问题的原因和现象，指导科学的帮扶措施，缓解学生经济

压力，开展心理疏导服务，帮助学生重获信心，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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