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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下西部地区高校新型助困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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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已摆脱绝对贫困，但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和相对贫困仍然是限制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难点，在新时期构建高校

新型助困体制是脱贫攻坚效果巩固与解决相对贫困的助力。利用扶贫、扶智、扶志三者相结合，以专业特色和资助育人为

基础，构建以第二课堂为突破西部地区高校新型助困体系，将学生资助发展育人工作贯穿于学校现有活动资源中，既可以

减少活动成本，促使更多经费用于激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具有可推广可复制的操作性，是实现“智志双扶”的价值追

求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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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攻坚，教育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

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

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1]。

把教育脱贫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局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在乡村振兴的谋划下与

“十四五”五年规划之初，做好前后相继，把握历史转折。

1 西部地区高校助困现状
我国虽然已摆脱绝对贫困，但是发展不均衡和相

对贫困仍然是限制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难点。建立欠发达

民族地区长效脱贫机制，治理好脱贫返贫”、数字脱贫、

因学致贫等问题，以教育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是乡村振

兴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智志双扶”的价值追求基本

路径。西部高校中本省与周围省份的生源较多，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比例较大。以云南某高校为例，在校学生中

本省学生占 60%以上，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生人数比例

为33.04%，其中云南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据70%以上，

西部地区高校的学生助困工作意义凸显。

西部高校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资助及管理服务体

系，但是现阶段资助中难以充分挖掘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发展的潜力，无法实现资助与育人的深度融合。在

中国全面脱贫的新时代，西部高校的助困工作需要掌握

时代潮流，构建新型的助困体系，全面推动“保障型”

资助向“发展型”资助延伸，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进

入社会最大程度提升其竞争力。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

生真正从“扶贫”转向“扶智”，真正从根本上阻断贫

困的代际传播。

2 构建发展性助困体系
在体系构建中，把扶贫、扶智、扶志三者相结合，

整合学生各项活动，建立坚实的资助特色体系。除奖、

补、减、贷等传统经济救助资助体系外，在经济资助、

能力提升、精神激励、树立志向等方面给予“特色施助”，

逐步实现资助与育人的深度融合，从保障型育人体系向

发展型育人体系转变。利用第二课堂，探索结合专业特

色、充分整合利用现有学校资源，建立专与专业特色结

合的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实现从专业理论积累 -专业

技能提升 -专业技能实操一体化培训，优化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知识结构，提升专业素养，改变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因原生家庭与环境的限制，克服天然的占有资源不足

与能力培养处于弱势的条件，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2.1“扶贫”经济解困

高校内建立起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会捐助、

学生自助“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体系 [2]。以足额、

精准的经济资助，大幅度减轻了学生生活、学习经济压

力，实现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

基本目标，并有效的使用助困经费，达到物尽其用的目

的。在高校资助工作中，要开源节流，给予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充足的物质保障。一方面多方筹措资金，给予学

生更大资助力度。合理评选使用各级奖学金、助学金；

合理规划校级助困经费，发放多样的补助补贴；利用校

友、学校基金会等方法筹集社会捐助与奖助学金。一方

面使用多种手段进行经济精准资助。利用学校大数据分

析，如每月食堂消费，图书借阅等日常生活及学习方面

的数据，这些有效的个人数据为精准资助对象提供了数

字依据；利用谈心谈话，家庭访问等多种渠道收集信息

进行精准资助。

而“输血”式他助扶贫不如“造血”式自助脱贫，

需要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创业问题，加强顶

层设计，狠抓就业创业工作落实。一方面做好学生生涯

规划与就业指导；一方面为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搭建精

准招聘平台，推荐等多种方式拓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

业渠道，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引导，根据学生实际

情况与专业特色打造升学工程。

2.2“扶智”专业提升

根据高校专业特色，依托学校现有的活动品牌，

实行“专业特色 +资助育人”模式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进行专业技能提升。整合专业资源，实现了全员各层面

的立体式参与，实现了学校、社会、企业的三维联动，

调动各方积极性。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人才培养作用，

以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专业素养、创新精神、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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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社会责任。在活动设计中需要紧密围绕“我”为

主体，“专业”搭台，“实践”唱戏。将第一课堂与第

二课堂进行高粘性的互动，形成第一课堂修“理论”，

第二课堂重“实践”，“理论实践不分家”的良好育人

模式。在课程系统讲授同时，注重课程与思政、时政联

系，教育引导学生牢固树立爱党爱国意识和感恩奉献意

识，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3“扶志”榜样激励

注重学校文化建设，思想引领与精神激励，通过

爱国教育、感恩教育、诚信教育等活动激励学生宣传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品质。

邀请优秀学生为资助宣传大使，宣传政策，树立感恩之

心与责任意识。宣传资助工作相关政策，组织感恩、诚

信、励志教育为主题的竞赛、演讲等，增强学生诚信观

念。举办系列活动，通过征文、主题宣传画、短视频、

调研报告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国家资助政策，发掘教

育脱贫中感人事迹和经典案例，树立典型资助榜样，对

学生起到激励“扶志”的作用。

3 发挥第二课堂助困核心作用
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有力补充，在育人方面

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二课堂是指教学以外，学

生各类素质教育活动总成，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和个性化发展。把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效结合，利用

把第二课堂纳入本科生必修环节的时机，充分发挥第二

课堂的人才培养作用，结合专业特色，依托学校现有活

动资源，整合延伸第二课堂内容，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进行系统性及合理化的一体化培养。将学生资助发展育

人工作贯穿于学校现有活动资源中，既可以减少活动成

本，优化活动流程，促使更多经费用于激励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还具有可推广可复制的操作性，是实现“智志

双扶”的价值追求基本路径。

3.1体系化设计第二课堂

充分借鉴第一课堂教学育人机理和工作体系，整

体设计工作内容、项目供给、评价机制和运行模式 [3]，

实现思想政治引领、素质拓展提升、社会实践锻炼、志

愿服务公益和自我管理服务等第二课堂活动的科学化、

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 [4]。整理形成“SIVPHC”(专

业 Specialty——传承 Inherit——视野 Vision——实

践 Practice——快乐 Happy——生涯 Career）六方面

二课教学板块。通过围绕专业知识讲座、专业技能大赛、

考级考证、学业指导、科研能力提升、礼仪与求职、创

新创业指导等多种方式，拓宽学生知识面。大力引导并

要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与能力提升活动，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

3.2发挥第二课堂育人特性

在育人环节本项目体现普适性，紧紧抓住第二课

堂方案，利用五位一体的组织方式，对学生做好育人工

作。育人环节主要目的为培养基本能力与专业能力，为

成才做好基础。在具体活动中，充分体现专业在高校资

助育人中的作用。在第二课堂规划指导下，利用专业指

导、科研训练、文化活动、实训教育等方式发挥育人效

果。积极关注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脱贫攻坚的相关

政策，结合学生专业发展趋势、最新经济、时政情况及

时调整活动形式。

针对第二课堂在资助育人中存在系统化不足的缺

点，重点考虑如何在第二课堂中突出能力的培养，并体

现专业的特色，进行系统化的规划与针对性的计划。所

谓五位一体就是党委、团委、学生组织、教师、学生成

为一体。各自发挥党支部、团支部、学生干部、教师与

学生的能动作用，利用第二课堂方案，积极发挥上述机

构与人员的作用，使其参与其中，各自发挥相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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