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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并举”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实践探究

李海燕

宁波财经学院，中国·浙江  宁波  315175

【摘　要】资助育人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本文将五育并举的内涵进一步诠释为启德润心、

将智汇能、树体立本、以美唤美、多劳促就五个方面，切实引领高校资助育人实践的方向。鉴于当前高校资助育人实践不

同程度上存在活动创新不明显、活动组织不切实、活动效果不尽意等现象，结合育人理念局限化、运行机制滞后化、举办

内容泛平化等原因分析，可以从更新教育理念，拓宽教育视野；创新活动机制，强化调研与和评价；夯实活动方案，融入

专业和文化因素等途径来积极应对。

【关键词】五育并举；资助育人；活动机制

资助育人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是落实国家教育

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这项要求正是贯彻党教育方针的体现，它

强调相关工作要“五育”并举、合力育人。五育并举指的

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也指出，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育人，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接班人。[1]可见，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不仅仅是“资”

的投入，更有“育”的使命，需将德智体美劳融会贯通，

协同推进。

1　五育并举视域下资助育人实践的导向标

1.1五育并举

1.1.1五育并举的内涵要义

启德润心是五育的灵魂和引领，启德润心与思想政治

相融通，指向学生的道德品格，富含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诚信爱人的人格魅力、持久凛然的

志气信念、乐观豁达的心理状态；将智汇能是五育的必然

要求，将智汇能与学生智力全面发展相交融，表现在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学习的学习动力，良好学习方法、灵活多

元思维的学习能力、克服困难专心、耐心和恒心的学习毅

力，想象力丰富、思维发散或集中、批判性反思等多路径

解决复杂问题的的学习创新力；树体立本是五育的立根之

本，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基，高校体育是培育大学生健康

体魄、塑造健全人格的有效途径，能锤炼意志品格、增强

学生体质、提升身体协调能力、磨砺劳动意志。[2]毛泽东也

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过：“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

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3]；以美唤美是五

育的充分呈现，在美育中学生不仅可以陶冶性情、提升修

养，还可以提升认识并感受美、发现又创造美、鉴别与分

享美的能力，促使心灵的富足以抵抗物质的匮乏，如同搭

建幸福的灯塔指引学生前进的道路；多劳促就是五育的实

践基石，劳动教育既有智力劳动也有体力劳动，新时代的

劳动教育融合在其他四育的各个方面，如专业生产实践劳

动、个人或集体生活打理劳动、活动组织与服务劳动等，

亦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

1.1.2五育并举与资助育人关联性分析

五育并举重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从心到智、从知到

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针对资助育人实践的内在需求，

五育并举一方面为其指引了方向，促进资助工作更新工作

理念、优化工作思路、挖掘多方资源，提升资助育人的

态度和速度；另一方面，五育并举视域下，丰富了资助育

人实践的内容、便于形成资助育人实践特色，最终落实高

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呈现了资助育人的温度和力度；

其次，五育并举视域下，资助育人从注重输入，更着重受

助学生综合能力的输出，求知成才、感恩回报，不再是“

你应该”而是“我要做”，提高了资助育人的信度和效

度。最终，五育并举的内涵要义拓宽了资助育人实践的广

度和深度，可以将“扶志”、“扶智”和“扶困”齐头并

进，创新资助实践模式，学生在资助育人熏陶下能增长新

知识、开阔新视野、开拓新境界、树立新标杆、结交新朋

友，有效推进资助育人实践可见可行亦可评，促进“育”

的方面守正创新。

2　当前高校资助育人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2.1活动创新不明显，育人理念局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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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资助育人实践多以活动为依托，内容主题有诚信

感恩、政策普及、自强励志，就业指导等，往往围绕德育

或者智育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在激发全面发展方面缺少整

体统筹，忽略了受助群体成长成才过程中的不同需求，不

能有针对性的分类重点加以帮扶和引导。其次，在资助活

动的组织形式中，基本是面向个人或者小团体开展短期的

主题征文、电影推荐、知识竞答、专题讲座、心理沙龙活

动等，参与学生在活动中缺少广泛的沟通交流，从而使活

动的感染力下降，深入性不足。三是资助部门往往上下联

动组织开展活动，和其他部门缺少沟通与协作，不能有效

的挖掘和充分利用资源，致使活动的创新性不足。究其原

因，主要在于组织者教育理念局限化，缺少一定的价值观

引领资助育人的行动和决策。在当前注重学生全面发展、

提倡教育实践三全育人、强调十大育人体系的背景下，如

果资助育人实践的理念不能与时俱进，最终将导致活动浅

尝辄止，流于形式，不能真正实现资助育人的目标。

2.2活动组织不切实，运行机制滞后化

一方面，资助育人活动在整个学年中，往往集中在某

一学期的某月份前后举行，时间统筹不合理，出现活动内

容、活动形式同质化，从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参与度，

参与者在活动中表现出的积极性不高，缺乏持续参与的动

力，最终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资助育人活动开展中

缺乏内容和组织开展方面的创新，对热门话题、新兴科

技的要素融入甚少，开展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匮乏，智能、

个性化的工具和技术运用不足，学生参与兴趣不强、体验

不佳。其主要原因在于活动的运行机制相对滞后，导致最

终无法满足当前学生需求趋势和迎合学生的生活个性，如

前期调研不足，不能及时收集参与者的个性化需求和提供

个性化服务；活动反馈评价机制不畅，缺少参与者实时互

动、社交媒体分享等，致使参与者的交流分享受限；相关

制度不健全和宣传不充分，导致活动实施规范性不强、资

源浪费，最终使得活动和显示脱钩，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

不强。

2.3活动效果不尽意，举办内容泛平化

各类资助活动中，内容缺少特色趋于形式化，各学院在

围绕学校资助活动主题范围时，只是简单的框架搭建，未

能将本学院的专业培养方案充分融入活动中，同时缺少学

院特色和专业领域亮点，这种情况容易使活动变得与专业

剥离，无法精准地发挥对学生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培养

作用，致使活动的深入性不强。同时，资助活动与学校文

化粘连性不强，忽略了学校的行为与价值观念、精神风貌

以及创新精神等，致使活动的感染力下降，学生纵使参与

了活动也知行不合一，无法真正实现全面发展。最终，资

助育人实践很难打造具有示范性的标志性成果，难有新的

的突破和创新。

3　五育并举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的实践举措

3.1更新教育理念，拓宽教育视野

首先，资助育人系列活动属于高校教育的第二课堂，

突出选择性、个性化需求，核心内容指向学生的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重在学生的参与体验，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其次，资助育人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十大育人

体系之一，可以融入调研、宣传、组织、实践、服务、网

络等其他九个方面，各部门横向联动合力育人则是必然要

求，打破资助部门上下推动，真正发挥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的育人实效。最后，资助育人活动面向的群体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虽不乏有励志刻苦好学的学生，但不同程度

上会缺少一定安全感、幸福感，自我效能感较低，教育理

念就需要以爱为中心，做到充分的尊重、诚恳的认可、真

诚的赞美、助人以自助，育人以育心。

3.2创新活动机制，强化调研与和评价

“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运作原理，借指事物的内在

工作方式，包括有关机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变

化的相互联系。活动机制进一步指一个活动项目的运行方

式、规则、流程及操作步骤，围绕目标涉及策划、实施、

监督、评估等方面。创新活动机制可以焕发资助活动的内

在活力，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强化前期调研可以全面挖掘

学生的喜好、需求和特长等，助力活动举办真正做到急人

所需、投其所好，同时也可优化资源配置，避免了活动资

源的无效投入和浪费。强化对活动的评价，特别是过程性

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的结合，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学生活动参

与、体验获得、能力发展的情况，从而促进活动不断优化

和改进，提升活动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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