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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疫情时代高校资助育人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1后疫情时代高校资助育人存在的问题资助育人的对象有待

进一步精准访谈中多数受访者提到,身边的一些认定为家庭经济困

难同学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买着自己都舍不得买的化妆品,吃

着自己都觉的很贵的水果。而一些没有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

同学反而会让人觉的比较困难,例如提到某同学大一进校就开始各

种兼职、打工,穿着朴素,吃穿用各种节约等。

1.1资助育人的育人导向有待进一步强化调查中,对于"您认

为资助工作对受助学生的育人效果怎么样"这一问题,调查问卷数

据显示近48.4%的学生认为有一定的效果,16.4%的学生认为效果

很明显,还有35.2% 人认为没有效果或者不清楚情况。从这一结

果来看,资助育人中存在一定的育人效果,有一定的育人导向,但育

人导向还有提升空间,。资助育人的质量评价有待进一步优化通

过调研"您认为资助育人质量评价存在哪些问题",发现33.5%的

学生认为当前资助育人评价指标单一,对资助育人的其他因素考虑

不到位,涉及不够全面;有34.7%的学生认为评价方式缺乏与时俱

进的观念,无法体现时代性特征;还有31.8%的学生认为质量评价

缺少综合性考量。

1.2后疫情时代高校资助育人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析疫情期间

资助工作重资助轻育人。疫情期间高校的资助工作主要以经济资

助为主,育人导待提高,忽视帮助学生从精神上、心理上脱贫,"资

助"向"育人"方向转变不明显,导致疫情期间育人成效不明显。

因此,后疫情时代,高校资助工作应转向育人导向的提升。疫情期

间特殊专项资助政策,容易滋生"低保养懒汉"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缘于资助工作还存在简单化倾向,简单的给钱给

物资助模式不仅显得很有效果,也让资助对象更喜欢,以至于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福利来得过于容易,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容易产

生心理失衡。由于疫情期间实行特殊专项资助政策,救助范围及标

准较之往常均有明显提高,导致资助对象依赖心理现象出现。

2  做好后疫情时代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对策

建立全员参与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化"多维遴选机制

本项目试图通过学生本人申请、班级学生民主评议、教师代表评

议,辅导员评议、资助中心评价、院系分管领导评价等全员参与的

定性方法,以及学生消费情况调查(后勤服务部门提供)、大数据分

析(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等定量分析方法,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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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精准化多维遴选机制。精准化认定程序

学生本人申请:学生本人自愿提出申请,本着诚实守信、实事

求是原则,如实填报综合反映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的认定申请表。班

级学生民主评议:成立以辅导员为评议组长,班级学生干部、寝室

长为组员的班级学生民主评议小组,对申请学生家进行评议。学生

消费情况调查:如学费是否缴清、生活费是否捉襟见肘,日常消费

开支情况,饭卡消费情况等。任课教师评价:从任课教师的角度,掌

握贫困学生的日常生活及学习情况辅导员评价:辅导员通过电话家

访、实地家访、周围同学的反馈等方式,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实际情况。

3  建立并完善全方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四扶并举"帮

扶措施

3.1扶困扶困即经济帮扶,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生学习和生活

有基本保障。制订适用后疫情时代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

实现精准资助、应助尽助,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筑牢资助保障底

线,认定表根据受疫情影响情况、家庭经济情况、班级民主评议、

学生自立自强表现四个因素赋予不同分值,叠加后得到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认定分值,并进行动态管理。通过国家奖学金、国家助

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院奖学金、企业奖学金、建档立卡学生

学费减免、临时(特殊)困难补助、绿色通道等政策手段予以经济

帮扶。

3.2扶志习总书记多次指出:"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必先扶志"。

扶志就是要培养和造就学生从心理上、精神上敢于战胜贫困的斗

志、自信和决心,牢固树立"人穷志不穷"的思想,,激发他们个人

当自立、自强、自信。

3.3.心理帮扶在每学期常规开展的期初、期中、期末心理动

态排查上,特别针对因疫情影响导致心理问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建立心理帮扶机制,定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援助。辅导员

在日常的查寝、查课、谈心谈话中,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予以重

点关注,摸排异常情况,给予及时的心理援助。

3.4自强教育一是通过选树典型。评选"自强之星"选树典

型,用身边的故事影响身边的人。二是举办各种奖助学金颁奖仪

式。通过将单纯的表彰转变为以师生为主的仪式感教育,提升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自信心和荣誉感。

3.5扶德就是要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



256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3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德,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一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火

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以及疫情防控感人事迹等案例,传播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开展社会责任感教育。把钟南山、李

兰娟院士等医护人员、人民解放军、志愿者等"最美逆行者"的

奉献精神作为生动教材,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三是

开展大爱及感恩教育。从抗疫故事中选取素材,引导学生培育

爱、激发爱、传播爱。

4  制定并实施全过程的三阶段资助育人监督反馈机制

4.1资助前,实施资助学生信用档案约束机制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信息主要由学生本人提供,需有相应的约束监督机制,才能

切实保障信息真实性。对资助学生的信用档案进行约束并实施动

态管理,如果查出学生有弄虚作假的为,立即记录在案,并将学生信

用等级和评奖评优挂钩。

4.2资助中,实施资助学生公示监督机制资助过程中,对资助

项目、条件、金额、候选人名单等在各班级、系级、学院层

面进行公示。同时公布学院资助中心的检举电话、邮箱、网

站、接受全体师生的监督和反馈。

4.3资助后,实施资助学生调查反馈机制资助后,通过问卷调

查、跟踪访谈等方式了解学生信息,如学生领到助学金后是如何

分配使用的,用在学习生活的有多少,用在能力培养的有多少,用在

娱乐消遣的有多少;资助额度是否能解决实际困难;是否有奢侈消

费情况;受资助学生个人思想道德如何;心理素质等是否得到改善;

毕业后社会适应能力如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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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看，为期四年的高等教育是学生专业技能学习和综合素

质锻炼的重要平添，从入校的第一天起，辅导员、思政教育工

作者就开始向学生灌输思政相关知识，学生在无形间接触到思政

教育。全过程育人不仅体现在学生在校求学期间，同时也包含

顶岗实习期间，甚至一直延续到学生的一生，大学阶段学生价

值观尚未完全建立，很容易受到不良事物的影响，全过程思政

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校企合作背景下顶岗实习是帮助学生强化职业技能的重要方

式，同时学生也由学校向企业转移，学习和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这对育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很容易受到外界

不良思想的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高校和企业之间必须做好衔

接工作，通过沟通与交流，帮助企业强化育人意识，尽可能地将

学生培养为德才兼备的职业人。同时，在学生顶岗实习期间，高

校的育人工作不能放松，必须为学生搭建持续性的育人平台，企

业则应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调整工作安排，尽可能地在工作中渗

透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以职业道德教育为抓手，提高企业育人

能力。

3.3拓展育人空间，实现全方位多角度育人

社会实践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大学生通常

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在校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虽然高效，

但是无法完善获得学生的认可，面对这样的情况，高校必须借助

校企合作的契机，实现全方位育人。在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下，高

校习惯将思政教育工作的主战场放在思政课堂，通过课堂教学和

相关思政宣传活动带给学生思想上的启迪，校企合作背景下，原

本单一的思政教育方式无法满足学生成长的需求。

拓展育人空间是校企合作背景下实现“三全育人”体系优

化的重要途径，高校必须持续发挥作用，承担起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的主要责任。顶岗实习阶段，学生面临的社会环境更为复

杂，高校必须拓展育人空间，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育人。在社

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将互联网与德育相结合，这是对传统舆论方式的一次大胆突破，

也是提高育人效果的重要途径。顶岗实习阶段，学生脱离教师

的监督与管理，辅导员无法面对面的与学生交流互动，面对这

样的情况，高校必须重视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借助网络资源搭

建相关平台。校企双方可以共同开发网络思政教育板块，并对

学生进行定期考核，了解每位学生的思想动态，全方位地实施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4  结语

总而言之，校企合作背景下，高校必须优化“三全育人”

体系，借助多样化的学生管理方式，确保育人工作落到实处。高

校必须积极解决校企合作背景下，高校与企业之间衔接不够紧密、

学生难以适应角色转变的问题，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校企合作育

人方式。建立校企双方育人主体之间的联系，确保高校思政工作

者与企业带教师傅之间保持联系，把握好高校向企业转变的育人

工作衔接，突出育人工作的持续性，积极拓展育人空间，实现全

方位多角度的育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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