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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及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

卫生事件，给高校学生及其家庭经济情况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

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2020 年 2 月教育部财务

司、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要求高度重视疫情

防控期间的学生资助工作，全面落实好各项学生资助政策。

2018 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

法（2018 年修订）》中曾强调：勤工助学是实现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的有效平台。由此可见，勤工助学对高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影响是评估大学生教育实践和质量的重要指标。为帮助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避免因疫致贫、因疫返贫，巩固高校大

学生资助工作成效，分析研究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勤工助

学发展现状以及如何通过勤工助学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切实解

决经济、学业、心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升困难生社会实践能

力、就业竞争力等综合能力，促使高校资助工作向发展型资助

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1　疫情防控对困难生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具有突发性、紧急性的特点，疫情防控常态

化意味着对疫情的防控将会日常生活化，是一场持久战。疫情

一旦有所反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生活会面临巨大影响，

还会面临学业困难、就业困难、心理压力等诸多问题。

1.1对困难生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学生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学

生的家人暂时失业，使得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1]。学生因疫

情致贫，因疫返贫的情况时有发生。学生原本可通过参加校外

兼职赚取部分生活费的机会相应减少；校园内聚集活动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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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可以开展勤工助学的图书馆、实验室等也可能面临短期封

控，学生参加实践锻炼的机会由多变少，甚至由少变无，一方

面使得困难生失去了通过勤工助学赚取生活补贴的机会，另一方

面也失去了提升社会实践能力的机会。

1.2对困难生学业发展状况的影响

学校采取线上教学，学生停课不停学。而对于部分困难生

来说，线上课程对网络要求较高，偏远地区学生或因信号、流量

等问题无法正常进行在线学习；一些准备升学、比赛、考证的学

生因为无法及时返校进行培训、复习，他们的学习计划、赛前训

练与考试考证也受到不小的影响[2]；困难生原本家庭学习环境不

佳，离开学校提供的各类优质学习资源后，给学业带来了诸多不

便，这些都给困难生的学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1.3对困难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

高校资助工作的传统模式注重对学生的资金、物质帮扶，

而忽略了学生心理、精神需求及个性化发展需要。尤其在疫情

防控期间，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承受着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

力[3]。学习方式的改变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大学生心理状

态造成影响，长时间的线上学习给学生与教师、同学间的交流

造成“隔离”，学生离开熟悉的课堂学习环境，隔离在传统教

育空间之外，给学生的心理带来极大的不适感及学习焦虑。在

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大学生普遍存在着学业、就业、经济、

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压力[4]。如不能及时加以干预，容易导致学

生产生学习倦怠和思想波动，甚至是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2　高校勤工助学工作开展现状

2.1勤工助学岗位设置单一

目前,大部分高校勤工助学岗位层次不高,大多属于单一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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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服务型岗位,如打扫卫生、整理图书、摆放自行车、维护校

园治安等,这些活动虽然也能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提升学生综合

素质,但是对于所学专业的能力提升帮助不大,还不能最大程度体

现学以致用[5]。勤工助学与学生的就业方向衔接不足，不能帮

助学生将专业与实践相统一，从根本上限制了高校勤工助学的育

人实效。同时，工作岗位设置及工作内容的单一容易让学生对

勤工助学的实质产生误解，使得部分学生只看重其中的金钱利

益，忽视勤工助学中自立自强精神及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

2.2勤工助学资助力度不足

以中国学生资助公众号发布的2017年至2021年中国学生资

助发展报告中的权威数据为例，由下表数据可见：2017年至2021

年，国家投入普通高等学校的资助经费总额总体呈现出波动趋势。

从勤工助学资助人次来看，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资助总人

次分别为361.91万人、398.80万人和411.34万人，呈现上升趋

势，而2020 年、2021 年的资助总人次骤减至105.73 万人和

126.91万人；从勤工助学资助金额对普通高等学校资助总金额占

比来看，2017年至2019年的勤工助学资助金额占比分别为2.47%、

2.69%和2.62%，趋于平稳，而2020年和2021年的占比仅为0.69%

和0.95%。由此可推论，由于2020年—2021年受疫情影响，部分

高校因暂停线下勤工助学，相关的资金投入也因而受到一定的影

响。同时，勤工助学的经费投入在总资助金额中的占比远不及其

他各类奖助学金，极大地限制了高校勤工助学育人功能的发挥。

2017年-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勤工助学资助情况

2.3勤工助学育人实效不佳

当前勤工助学岗位设置存在专业结合程度欠缺、工作内容机

械、解决问题单一、岗位流于形式等问题，无法达到通过勤工助

学实现资助育人的预期效果[6]。高校勤工助学与社会职业要求脱

节，对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关注投入不够，重使用轻培养，育

人保障体系尚有欠缺，考核形式单一等等，导致无法激发学生的

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发展，勤工助学的资助育人的目标缺失。

3　疫情防控下勤工助学发展对策

3.1重视勤工助学工作的动态发展

高校勤工助学工作的开展应当因时而异，因势而易，应结合

新时期资助育人工作发展要求，探索创新勤工助学开展形式及内

容。例如，兰州大学疫情防控工作期间专门设置疫情防控统计岗、

医学科普宣传岗、心理健康支持岗等，以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的学

生资助工作有序运行，发挥勤工助学的育人功能；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专设抗“疫”线上勤工助学岗位，涵盖防疫线上宣传岗、

线上教学联络岗、线上心理援助岗、线上助理就业岗等，既保

证学生身体健康又服务学校教学、服务、管理工作。高校勤工

助学工作的未来发展需要继续关注动态性变化，探索出有针对性

的工作策略，以保障勤工助学工作在面对各种挑战时能够应对新

“ 境 遇 ”。

3.2加强勤工助学工作的人文关怀

疫情防控期间高校精准资助工作模式要符合脱贫攻坚的新要

求，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扶贫思想，把握“扶志”和“扶智”的

内涵[7]。勤工助学的育人功能应当以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及社会责任感、提升创新创业精神及能力，加强励志、诚

信、感恩教育为重点，审视勤工助学与高等教育根本问题之间

的联系，从人文关怀角度，探索提升勤工助学育人质量，进而

促进困难生多方位、多角度的全面发展。

3.3提升勤工助学工作的协同共建

资助育人的目的在于“授之以渔”。勤工助学工作的发展

应把握国家和政府资助育人政策的关键性内容，从学生自身发展

角度出发，关注学生的学业发展、专业能力、文化素养、职

业发展和能力的提升。高校学生资助部门应积极主动与校内其他

部门、用人单位乃至社会协同联动，形成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协同育人的工作局面，切实打造全员参与、协作顺畅的勤

工助学育人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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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年度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普通高等学校资助
总金额（亿元）

1050.74 1150.30 1316.89 1243.79 1450.40 

勤工助学资助人次
（万人次）

361.91 396.80 411.34 105.73 126.91 

勤工助学资助金额
（亿元）

25.98 31.00 34.50 8.55 13.72 

资助占比 2.47% 2.69% 2.62% 0.69%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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