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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育人

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现状分析与模式改进
——以宁夏医科大学为例

孙志诚 1　李　雯 2　贵文娟 1　吕秀玲 1，通讯作者

（1.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教育管理处，宁夏 银川 750004；

2. 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4）

摘要：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是学生工作的关键内容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关乎学生的切身利益，又与学生的

发展息息相关，是引领学生成长成才的“风向标”和保障学生全面发展的“助推器”。宁夏医科大学作为西部地区的一所医学院校，地

处经济不发达的西部，贫困生占比很大。近年来，宁夏医科大学积极发挥资助评定的育人功效，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创新

资助育人新模式，从大局着眼，坚持“扶育并举”，深入推进资助育人内涵式发展，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着力塑造新时代的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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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资助育人的内涵及意义

高校资助工作是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开展的一项帮扶举措，

帮助大学生解决经济上存在的困难，使其不以经济困难为由而阻

碍学业的顺利完成，这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目前，高

校学生资助的形式有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临

时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等，以多元化的资助方式来保障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完成学业。高校奖助学金工作要做好“兜底保障”和“引

领奖励”，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确实感受到，国家资助是实现

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和重要举措。在开展资

助工作的过程中若是不能体现育人效果，就会阻碍资助工作良性

发展的方向，使其只停留在开展较片面的具体性工作中，而不利

于“资助”和“育人”相结合；反之，资助育人如果脱离了具体

的资助工作，就不能实现“经济帮困”与“精神解困”相融合的

初衷，也就不能称为是真正意义上的资助育人。

高校在开展资助育人工作的过程中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综合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过帮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暂时度过经济难关；同时要发挥其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在资助工作的全过程中实现学生心理、思想、道德、意

识上的培育和提升，对受助学生进行感恩与爱党爱国教育，教育

引导他们“修德济人，笃学精术”，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二、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现状及问题

资助育人工作作为立德树人的有效载体，育人体系和管理机

制都有待完善。

（一）资助育人工作中的教育资源尚未发挥有效作用

高校奖、助学金的评定是评价学生、帮助学生、引导学生的

重要标尺，也是示范带动学生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有效载

体。感恩教育、责任意识与爱国主义情怀是高校奖助学金的“苦

口药”，目前，各个学校都制定了符合自己学校实际情况的评比

政策和实施细则，但所设定的资助评比准则过于笼统、评比过程

也显得太过片面，“重发放，轻教育”现象依然出现。通常会让

学生产生假性认识和判断，注重索取，忽视奉献。虽然很多学校

也一直在尝试制定更加全面的评判学生能力的一些措施方法，如

增加德育成绩、综合评价、奉献社会等的情况，但最终还是以学

生的学习成绩为主要的评判标准，而真贫困生往往由于不善言辞

或存在自卑心理很有可能在这场争斗中失利，使得奖助学金制度

发生一定程度的质变。

（二）奖助育人工作中的评定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国家奖学金博士 30000 元、硕士 20000 元、本科 8000 元，励

志奖学金 5000 元，助学金 4000 元，对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大

的数字，有些学生存在“不要白不要”的心态，“不争白不争”

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就算我不要，也会有人要”“既然他能

要，那我更能要”，这种心理加剧了奖助学金资源的无理由争夺，

从而引发许多问题和矛盾。同时，各高校在奖助学金的评定中缺

乏明显的差异性，弱化了奖助学金的育人功能。

一是奖学金和助学金的金额差异不明显。以宁夏医科大学为

例，学校一等奖学金 4000 元，二等奖学金 3000 元，三等奖学金

2000 元；国家一等助学金 4000 元，二等助学金 3000 元，三等助

学金 2000 元，这种政策导向容易滋生学生的比“贫困”，不比“学习”

的懒惰思想。另外，由于学生一旦挂科，就取消奖学金的评比资格，

诱导更多伪贫困学生涌入到国家助学金的“争夺”中。

二是对学生的创新能力评价不足。地方各高校在奖助学金的

评定过程中，对于在学业能力、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

特别突出的学生没有相关评价指标，评价标准模糊，导致多数本

科生、研究生在毕业时没有参与过“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创新创业类比赛，

和学校的育人目标结合不够。

三是对学生的思想道德的要求模糊。大多数学校在各类评优

选先的要求中，只是对道德品质做了笼统的要求，而对于在评选

过程中的问题没有提及。高校奖助学金工作的创新是引领大学生

健全人格培养、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新途径和新举措，是通

过中国传统道德、人文思想和人格标准要求，从而规范、引领、

构建新一代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厚植大学生的爱国情怀、感

恩情怀、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

（三）资助育人工作中重物质“脱贫”轻精神“扶智”

国家奖助学金以经济、物质帮扶的形式来帮助家庭经济困难

的学生。但学校会往往只注重经济上的帮扶，而忽略了对学生进

行思想上的激励，只注重奖助学金在发放过程中是否符合学校规

定的相关制度规范，而忽略资助后对学生进行后续教育，没有持

续关注受助学生的心理和思想变化，导致他们在摆脱经济贫困后

又陷入精神“贫困”的状态。通过这个环节开展思想教育和心理

健康教育更能贴近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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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于帮助学生精神“富裕”。

三、宁夏医科大学资助育人工作的实践探索

奖助学金评定工作，基础在评定，重点在育人。充分发挥好

奖助学金的激励引导作用，加强过程育人，是学生资助工作的重

要内容。就医科院校的社会责任而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关乎

人民健康，既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体现，也是人民获得

幸福感和满意度的重要指标。

（一）创新奖、助学金答辩要求

奖学金评定历来备受各方关注。个别学生认为，奖学金评

定是少数优秀学生的事情，和自己关系不大。甚至，部分学生

存在奖学金评定“仅仅是优秀学生参与”的思想。为了破除这

种“三成人评，七成人看”的问题，宁夏医科大学不断通过试点、

实践、创新，使奖助学金的评定过程更加规范，更加公平公正。

先由各自学院推荐优异学生，再通过召开全校学生代表公开答

辩评审会，依综合成绩高低确定国家奖学金的获得者；国家励

志奖学金的评定过程是先由各年级进行推荐、再组织各学院学

生代表公开答辩评审会，最后经学校审核之后，按照综合成绩

的高低进行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的评定；国家助学金是先由

学生自愿申请、班级对学生家庭情况进行评议及经过各学院监

督审核后，最后报至学校确定国家助学金的获得者。学校综合

奖学金、各类社会奖助学金同样先经过学生班级考核、答辩，

再由各学院报请学校审核，审核无误且在全校范围内公示无异

议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评定过程严格按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

思想政治表现、综合测评成绩、在校综合表现、义务奉献考核

等具体指标进行评审。

（二）创新奖、助学金与义务奉献活动有机结合

学校制定义务奉献制度，建立综合性评价体系，使得其能够

以标准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注重学生参与义务奉献工作的

实效性和过程性。学生群体对此种方法也持乐于接受的态度，义

务奉献是他们接触社会、锻炼自己、实现个人价值的良好平台，

还能够形成乐于服务、甘于奉献的良好校园风气，真正让学生成

为新时代有责任、敢担当、有作为、能奉献的医学人才。

以宁夏医科大学为例，学校以评选奖、助学金为契机，积极

动员学生开展义务奉献活动，下一年度学生的奖助学金的评定又

要结合上一年度义务奉献的考核，客观的标准、公开的形式和实

际的行动，引导大学生义务奉献氛围的形成，使得学生对奖助学

金的评定的要求和标准有了充分的认识。义务奉献岗位主要包括

办公室助理、实验室助理、校史馆讲解、劳动锻炼等助学育人岗

位实践平台，对培养其正确的奉献意识，养成自立、自强、艰苦

奋斗等良好思想作风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培养既有医学技术又具

健全人格、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一代人才。

学校要求：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当年义务奉献小时数≥ 120 小

时，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当年义务奉献小时数≥ 80 小时，国家

一等助学金获得者当年义务奉献小时数≥ 60 小时，国家二等助学

金获得者当年义务奉献小时数≥ 50 小时，国家三等助学金获得者

当年义务奉献小时数≥ 30 小时，学校综合奖学金、各类社会奖助

学金获得者当年义务奉献小时数≥ 20 小时。各类奖助学金获得者

要在义务奉献手册上对参与义务奉献的时间、地点、内容等进行

登记。如若没有按时完成规定的义务奉献小时数，学校则会撤销

该生继续享受奖、助学金的资格。

（三）创新奖助学金发放模式

创新奖助学金发放模式，是资助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奖助

学金的发放，涉及同学们的切实利益，宁夏医科大学在奖助学金

发放模式中，采取了评定、审批、公示之后，由财务处拨款、银

行作为第三方放款的方式，将奖助学金直接打到学生银行卡中。

这种模式不仅可以保证学生快速、高效收到钱款、投入使用，还

为其发放流程增加了第三方的监管以及学校、银行、学生的共同

存档依据，从根本上杜绝了在某一环节中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学

校还成立了校院两级奖、助学金评定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和

领导全校的奖、助学金评定工作，通过定期召开各学院奖、助评

定工作会议，交流工作经验，探讨奖、助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

共同寻求解决办法。

（四）创新奖助学金示范教育

学校把为守护宁夏人民健康、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的

思想融入资助工作当中，让资助在各个环节都能发挥育人作用，

厚植受助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让他们获得强烈的感恩意识、家

国情怀。一方面，通过开展“自立自强大学生”和“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先进事迹展”发挥榜样力量。获得资助的

学生中不乏在思想品德、专业学习、学术研究、学科竞赛、文体

活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学生，

充分激发这部分学生的内生动力，以展板、报告会、访谈的形式

激发其奉献意识，可以让更多学子见贤思齐。另一方面，学校通

过举办“先进事迹报告会”及“奖助学金颁发仪式及受助学生座

谈会”等，积极引导学生常怀感恩之心、常念他人之好、常做助

人之事。通过受助学生讲述他们眼中的国家、学校给予的关爱，

鼓励更多学生树立信心，彰显担当。

四、结语

奖助学金评定要紧紧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综合发展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这个目标，鼓励获得奖助学金的学生积极参与实践

锻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注重精神、

思想和理想信念教育，加强自信心、事业心和感恩心的教育培养，

帮助学生成长为勇担时代重任的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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