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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大学生评奖评优工作的问题和思考
杨红娟　郑智聪　杨　雯　杨可心

（西安理工大学，陕西 西安 710048）

摘要：高校的评奖评优工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各大高校的评奖评优工作体系已

初步完善，但随着评奖评优的长期发展，随之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本文针对高校大学生评奖评优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

并围绕精细管理、与时俱进、持续发展的三大理念提出相应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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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展大学生评奖评优工作的初衷是要真正发挥导向作用、

资助作用和激励作用。高校评奖评优工作不仅关系着学生的荣誉

和利益问题，更关系着学生的成长成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老师教育和管理学生的重要激励方式，也

是企业选拔人才的主要参考依据。高校评奖评优工作不仅能促进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且能够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积极性。因此，高校评奖评优工作受到老师和学生的广泛关注，

对每个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一、发现问题

目前，各个高校对学生的评奖评优工作都是极其重视，各个

高校的评奖评优制度也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大多数高校

采用了综合素质测评的方式来开展学生的评奖评优工作，在一定

程度上合理的反映了学生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的综合表现。但是

在实际工作的开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综合素质“突击”测评

国内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办法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一出现就得到了普遍的试行，并逐渐

被各个高校重视和采用，它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各大高校评奖评

优工作的重要依据。综合素质测评是高校评奖评优工作的基础，

在高校学生评奖评优工作中的引入，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但

是在实际工作中，综合素质测评往往形同虚设，常常出现综合

素质“突击”测评的现象。部分辅导员往往只是根据个人的直

观印象，在短期内对每个学生感观性地进行综合素质评定，缺

少一定的公平性。

（二）申请积极性受“阻”

根据学生申请奖学金和表彰荣誉的情况来看，对于奖学金和

表彰荣誉而言，学生申请表彰荣誉的积极性比申请奖学金的积极

性低；对于表彰荣誉而言，学生申请体育、文艺积极分子的积极

性比申请三好学生标兵、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的积极性低。

经问卷调查了解可知：一是奖学金、三好学生标兵、三好学

生、优秀班干部在校内校外的认可度比其他表彰荣誉的认可度更

高；二是奖学金不但可以获得荣誉称号，而且可以获得一定的奖

金，即“名利双丰收”；三是有的学生认为，文艺、体育积极分

子并不是真正的荣誉，本想申请体育、文艺积极分子的学生也因

此而不好意思申请；四是有的学生认为评奖评优都是“学霸”的事，

与自己无关；五是有的学生认为部分奖学金荣誉获得者前后反差

比较大，不愿申请。

二、分析原因

根据以上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分析可能出现的原因，大致有

以下几种：

（一）难以精确汇总综合素质测评的数据

要想做好综合素质测评的工作，就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测

评体系，要做好宣传和资料收集工作，测评过程要严肃、透明、客观，

要正确运用测评的结果。综合素质“突击”测评的主要原因就在

于难以精确汇总综合素质测评的数据。智育成绩，即学生考试成

绩和科技比赛获奖的成绩一般都是确定的，但是日常参加各种活

动的情况和表现，则是比较模糊，很难精确。不但需要有科学的

量化，而且也需要对日常工作进行统计。如果平时工作中没有进

行常规的统计，即使有科学量化的方法，也很难真正落实综合素

质测评，甚至极端的只能依赖于智育成绩。

（二）奖项设置不合理

评奖评优奖项的设置总体而言是重综合轻单项，而且每个奖项

的评定都与综合成绩有关，尽管有些学生单科成绩排名靠前，或者

是科技创新能力特别突出，但是只要“综合”起来就名落孙山，与

评奖评优无缘了。并且各种奖项之间关联性较大，从而导致各类奖项、

荣誉都集中在个别学生身上，出现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三）宣传力度不够

高校评奖评优的宣传工作大多集中在评选之前，一般采用“学

校——学院——辅导员——班级——学生”模式进行宣传，但往

往会导致学生对评奖评优工作的理解不到位。现实的工作中，很

多学生也是重视奖学金，不重视表彰荣誉，特别是不重视文艺、

体育积极分子等荣誉。对于高校评奖评优的宣传工作应该是评选

前、评选中和评选后全程进行宣传的，但往往忽视了后期对评奖

评优的典型事迹的宣传工作，从而局限了学生对很多奖项的认识

程度，使评奖评优工作不能产生持续化的影响。

（四）忽视育人教育

评奖评优既是大学生深度参与校园生活实践、浸润大学文化

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高校树立典型、发挥榜样育人功能的有效

媒介。评奖评优选拔出来的获得者，在学生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或学习或科技或创新或品德或文体或思想等，但在实际的

评奖评优中，我们往往将重心放在了评定上，往往忽视了评定之

后的励志、感恩教育等育人工作。

三、思考对策

要想进一步做好评奖评优工作，我们不但要提高日常工作的

精细管理，还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完善评奖评优体制，

更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强化学生的育人工作。以下将围绕精细管理、

与时俱进、持续发展的三大理念展开进一步的阐述。

（一）精细管理

1. 做好日常综合素质测评的收集工作

智育成绩主要看考试成绩和科技获奖情况，而德育成绩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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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模糊，需要精细化评定细则，并在平时做好收集和整理工作，

详细的统计学生考勤、违规违纪、社会实践、宿舍卫生、社团活动、

公益活动等各个方面的数据，建立每个学生在校期间日常学习生

活情况的数据库，并做好监督、汇总、计算和保存。只有有了足

够翔实的记录资料，综合素质测评才能更全面、更真实、更有效。

2. 重视完备的班委建设

班委就像是辅导员的左膀右臂，是老师和同学间的纽带和桥

梁，在学生工作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支健全的班委队伍，

应该是以班长和团支书为核心，学习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文艺委员、体育委员、科技委员等共同组建的完整队伍。但是到

了大三、大四年级，随着校园文化活动的减少，学生班委队伍更

多的只集中在班长和团支书两人身上，导致其他班委名存实亡的

局面。对于大三、大四年级，也应该重视积极组织各个班委发挥

各自作用，组织相应的校园文化活动，保证班委建设的正常运转，

体现他们的存在感和自我价值感。拥有一支完备的班委队伍，综

合素质测评日常的收集工作也将简单而精细。

（二）与时俱进

1. 重视单项奖项，提倡个性发展

面对 00 后的在校大学生，高校既要鼓励学生综合发展，也要

多鼓励学生个性发展。由于专业、科目、兴趣爱好的不同，奖项

的设置也要弹性化，可设置单项奖，仅偏重于学生发展的某一方面，

要看到学生之间的差异，认可差异，并用欣赏的眼光对待学生身

上的闪光点。不能所有的奖项都只看综合测评的结果，或许工科

男的理科成绩特别好，但是英语较差，综合起来整体比较落后，

这样就不利于突出理工科的典型性。

2. 智育德育，共同发展

运用综合素质测评的体系，无疑推进了高校评奖评优工作的

进一步发展，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实际

工作中，仍是轻德育重智育。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学生的德育教

育工作。在新生入学时，应该积极组织开展有关德育教育的主题

班会，把品德发展作为学生教育的关键一课，要重视学生的德育

教育，使德育智育共同发展。虽然德育不易操作，但是我们可以

在学习和生活的各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每个辅导员是评奖

评优工作的主要执行者，也是高校中与学生接触最多的人，所以

每个辅导员应该以身作则，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

（三）持续发展

1. 做好评奖评优工作的宣传推广

不但要做好评奖评优的评定工作，也要积极做好评奖评优的

后续宣传工作，树立典型，在学生群体中起到表率作用，激励并

引导广大学生全面发展。传统的一年一度表彰大会都比较重视国

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奖项，而忽略了以文艺、体育积极

分子等为代表的表彰荣誉，所以今后的评奖评优表彰大会中更应

该重视加大对它们的宣传力度。除此之外，传统的一年一度表彰

大会涉及面较窄，并且激励的作用是阶段性的。高校应借助新媒

体网络平台的力量，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与传统表彰大会相结合

实时激励，从而加大评奖评优的影响范围，保证激励的持久性发展。

2. 持续后期监督

现在每个高校已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监督体系，但是主要针对

的是评奖评优的评定过程，对评定结束后尚未有监督的机制。获

奖学生要在学生群体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不应该只是在参评前，

更应该在获奖后发挥正面的激励作用。高校可以建立网络约束系

统，监督获奖者的后期表现，使学生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与此

同时，建立荣誉收回机制，从而不断鞭策学生，提高自我的自律

能力。

3. 强化育人工作

高校评奖评优工作的根本目的不是评奖本身，而是希望通过

评奖评优工作奖励先进学生，激励后进学生，进而营造先进带动

后进的生动育人局面。因此，高校评奖评优工作评定结果的结束

并不是评奖评优育人实践的终点，而是挖掘在评奖评优中脱颖而

出的学生榜样的育人潜能的起点。高校可以以学生评奖评优工作

为契机，结合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荣誉的评选，

挖掘典型学生事迹，在全体学生中形成崇尚榜样、学习榜样、赶

超榜样的氛围。具体做法：一是可以通过优秀学生公开答辩的方

式为其他学生提供一个认识身边榜样的平台；二是可以通过微信

等新媒体平台，打造“精业笃行”“学长学姐说”等宣传品牌栏目，

积极宣传优秀学生事迹；三是通过举办学习经验交流会，进一步

增强榜样引领，发挥榜样作用。总而言之，通过高校的评奖评优

工作要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引导

学生要有家国情怀，要有感恩之心，积极发挥榜样育人功效。

四、总结

高校大学生评奖评优工作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经过

以上分析和思考，我们可以看出高校评奖评优工作的问题主要集

中在评奖评优工作评定之前和之后，而且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

的部分，即评定之前的宣传、材料收集、制度更新，评定之后的

宣传推广、后期监督、育人教育。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我们不

但要完成评奖评优工作，而且要积极围绕精细管理、与时俱进、

持续发展的三大理念，做好高校评奖评优育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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