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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时代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现状与提升策略研究
程访然

（西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7）

摘要：绝大多数高校内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贫困大学生，一

直以来，大学生资助工作都是高校内基本的工作事宜。精准扶贫

这一概念提出后，其对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对

部分高校内相应工作开展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具体的工作努

力与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动态的动作开展进程会受到很多因

素影响，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容易诱发一些具体的工作问题产生。

本文将精准定位并逐一分析相应工作开展问题，并结合具体的问

题表现，提出更为有效的工作开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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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高校不仅要做好各学科教学，以及相应的科研工作，

同时也要做好大学生资助等工作。国家高度关注学生资助事宜，

精准资助的提出也为新时代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指明了新的

方向，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虽然大部分高校已经在相应工作开

展中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从实际上看，相应工作实际开展中依然

存在着很多不足，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也表明相应工作在开展上

需要进行进一步优化。鉴于此，探寻出新时代高校内相应工作更

好开展的策略十分重要。

一、新时代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概述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之所以得到了广泛关注，与

这一工作开展具有的重要意义密不可分。站在高校的角度看，这

一工作是高校给予学生物质照顾、人文关怀的重要途径。为贫困

大学生提供一些资助，帮助其完成学业更加是“立德树人”这一

根本教育任务落实的重要途径。站在学生的角度看，一部分大学

生的家庭条件并不良好，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加重了其个

人与家庭的生活负担，这种负担很容易影响到大学生的生理、心

理健康发展。较好开展相应的资助工作，给予贫困生学习、生活

上一定的帮助后，其也能更为专心地完成学业，这甚至能够起到

德育教育的良好成效。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高校内大学生数量较多，

贫困生也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学生群体。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资助

工作开展，还是具体工作开展成效的凸显都不简单。对于各个高

校而言，如何有序开展对应工作，将资助工作理应具备的作用、

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也值得深思。

二、新时代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现状分析

（一）大学生资助中物质资助与精神资助失衡

在很多高校的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中，物质资助与精神资助

处于明显失衡的状态之中，物质激励占比过高并不利于具体资助

工作成效的凸显。其不仅是一个具体的资助工作问题表现，同时

也很可能成为其他工作问题产生的诱因。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向

贫困生发放一定的资金，依托现金资助的方式给予其生活、学业

提供物质帮助成为了相应资助工作开展中的基本形式。很多高校

一直以来对相应资助工作开展的理解十分有限，同时，无论是高

校，还是具体辅导员教师均已经对“输血式”资助，即发放一定

现金这种资助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性。思想意识层面的具体认识带

有明显局限性时，物质资助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学生资助中的全

部内容。相反，诸如学生思想层面艰苦奋斗引导等精神资助相关

内容明显不足。这一问题影响下，一部分贫困大学生甚至形成了“争

贫不争优”的错误认识，这也不利于相应工作开展价值的凸显。

（二）贫困生认定中客观公平的保障难度大

新时代大学生资助工作中，贫困生具体认定的难度越来越大，

这是由于学生的在校消费，以及实际生活消费隐蔽性强，单纯依

托消费表现界定学生是否贫困并不可取。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其

并不具备过多的资源对学生真实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调查，而以班

级为单位，通过民主选择的方式确定出的贫困生是否真正贫困也

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贫困生认定中，需要考量的标准较为多样，

其中，对客观公平原则予以遵循是前提基础。实际认定中客观公

平的保障相对困难，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基于简单的学生家庭经

济条件调查，抑或是基于班级民主选择结果认定贫困生的做法如

今饱受诟病。但在大多数高校内，短时间也并未确定出一套完整的，

且较为客观公平的贫困生认定标准。从整体上看，一旦贫困生认

定环节出现了明显疏漏，后续的大学生资助工作在开展上必然会

受到十分明显的负面影响。

（三）大学生资助缺乏针对性

很多高校内对大学生进行的资助明显缺乏针对性，针对性不

足也成为了相应工作开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便是具体的贫困

生，其贫困的成因与实际的贫困程度不同。在具体的资助资金整

体上十分有限时，将资金予以最大限度的使用，发挥出更多的资

助效果也要求在实际的资助上更为具有针对性。但进一步分析可

以发现，很多高校内对学生进行的资助无论从资助形式上看，还

是从资助力度上看都明显缺乏针对性。从资助形式上看，直接发

放一定数额的现金进行资助是最为普遍的资助形式。从资助力度

上看，单纯地结合学生是否是贫困生，按照统一标准向给予贫困

生现金资助的现象也十分常见。精准扶贫视角下，这一状况的客

观存在便直接导致相应资助工作在开展上的精准性和针对性处于

较低水平。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具体的资助工作在开展上也容易

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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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缺乏有效评价

各个高校内虽然在常态化开展大学生资助的工作，但忽略了

相应的评价机制构架，系统评价的缺失也是相应工作开展中的具

体问题。不得不承认的是，动态的大学生资助工作中绝非认定学

生是否贫困，以及发现相应资助金那样简单。无论是站在精准扶

贫的角度，还是站在高等教育阶段“立德树人”任务达成的角度看，

相应资助工作在开展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具体工作的开展必然

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多种因素的影响又极容易导致一些工作问

题的产生。一旦缺乏基本的评价机制，在贫困生认定环节存在的

问题，资助金发放上存在的问题都很难被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堆

积一起并不断发酵后，现有的大学生资助工作体系的运转也会受

到冲击，诸如贫困生认定标准，以及高校在相应工作开展中的公

信力则很容易受到在校生与社会的质疑。

三、新时代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的具体策略

（一）均衡物质资助与精神资助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在开展上要注重物质资助与精神

资助间的均衡，这是避免相应工作在开展上带有过高局限性的重

要途径。例如，山西省某高校便将大学生资助同德育教育较好联

系在了一起。辅导员教师在与部分贫困生进行沟通、交流时，会

有侧重地进行感恩教育，以及“强志”教育引导。将现金资助同

具体的德育教育联系在一起后，德育教育也成为了对学生进行精

神激励的重要形式，大学生资助中物质资助与精神上的引导也逐

渐成为了一个整体。其他高校也应当关注于物质与精神资助间的

均衡，并在相应工作体系的构架中，遴选出一些常规的精神资助

途径，使得辅导员能够成为精神资助中的关键角色，给予贫困生

更多感恩、奋斗相关的教育引导。

（二）依托公示制度保障贫困生认定中的客观公平

在高校内贫困生的具体认定中，确保贫困生认定中的客观公

平格外重要。为了给予相应的客观公平足够保障，从以下两个角

度进行贫困生的具体认定十分可取。其一，高校应当细化出贫困

生认定的具体标准，以及认定的大致流程和方法，并对这些信息、

内容予以公示。其二，高校应当以院系为单位，要求各个院系结

合实际进行贫困生认定。各个院系提供了名单后，高校要统一进

行公示。在此基础上，高校要结合学生反馈的信息，进行贫困生

的二次认定与公示。公示制度的优势在于让每一名学生能够对贫

困生认定的具体标准、细则、流程、标准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

且学生的一些质疑也能更好得到反馈。通常来讲，较好地保障了

贫困生认定中客观公平后，后续的大学生资助工作在开展上也能

得到更多保障。

（三）增加贫困生资助的针对性

为了进一步凸显出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的实际价值，尽可能

将有限的资助资金价值充分发挥出来，高校在大学生资助相关工

作开展中应当不断增加具体资助的针对性。具体来说，高校应当

引导辅导员强化与贫困生的沟通，通过及时沟通的方式，对贫困

生在学习与生活上的需求予以更好掌握，并适度基于学生群体相

应需求，提供针对性资助。例如，一部分学生在自尊心影响下并

不想直接领取资助金，且资助金的规模相对有限，无法承担起读

书中的各种花费与开销。为此，高校可以为其提供一些勤工俭学

的机会，并帮助其申请助学贷款。同时，高校也可以对学生的贫

困程度进行分级，并结合贫困程度，调整每年的资助金规模，借

此进行梯度式的精准资助，对有限的资助金进行更大程度的助学、

扶贫使用。

（四）构建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相关评价机制

构建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相关评价机制也十分可取，特别是

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时，将相

应评价机制作为具体工作开展中的一个保障性机制也十分可取。

例如，高校可以成立大学生资助工作评价小组，每学期结合受资

助学生满意度调查，校内师生对具体工作开展的整体评价等信息，

对单位时间内相应工作开展的实际状况予以评价。同时，高校也

应当畅通大学生资助工作的监督渠道，鼓励在校师生举报身边学

生资助工作开展中的不公平现象，以及暗箱操作行为，将这种校

内进行的监督也作为具体评价手段。取得了具体的评价结果后，

高校应当结合具体的评价结果，在下一年度大学生资助工作开展

中有侧重地进行调整、优化。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对评价结果进

行的分析，高校应当精准定位单位时间里相关工作开展中存在的

问题，解决具体问题，扫清相应工作高质量开展中的实际障碍。

四、结语

高校不仅要在思想意识层面深入分析新时代大学生资助工作

开展中出现的变化，更要积极做好相应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与

各专业、各学科教学工作开展不同的是，大学生资助工作的成效

很难直观显现出来。相反，具体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则容易被

不断放大。考虑到现阶段相应工作开展中存在着一些明显问题，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具体高校内相应工作开展中容易出现新的问

题和不足。高校也要科学进行相应工作开展中的统筹、规划，重

点放在具体工作问题的探究与解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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