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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生资助工作明确要求了将

扶困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

穿资助全过程（程娟，2021）。因此，高职院校有必要融

合思政育人，重视贫困大学生的自信心提升，实现从单纯

的扶困的输血式帮扶到融合扶志、扶智的发展型帮扶。1

一、贫困大学生自信心现状研究概述

对于贫困大学生自信心的研究，研究者的重点主要

分为几个方面：第一，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之间

的自信心水平差异。有学者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贫困

生的自信心显著低于非贫困生（徐晓娟，2008），缺主要

存在自卑和自我否定两方面的问题，导致贫困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水平要低于非贫困大学生（郑林科、王建利，

2009）。第二，贫困大学生群体内部的自信心水平差异。

例如，在高职院校贫困生群体中，学生干部的自信心水

平和非学生干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杜卉，2013）。第三，

贫困大学生个体在不同方面的自信心水平差异。学者采

用《青年学生自信问卷》，从才智、人际、品质、应对、

成就自信等五个维度分析贫困大学生的自信心水平，发

现人际自信与成就自信分值略高于平均水平，而才智自

信、品质自信和应对自信分值则略低于平均水平，说明

贫困大学生对于学业成绩和日常的人际交往方面相对比

较有自信，但在一些个人能力、体貌特征和品质方面不

够自信，尤其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会产生对个人能力

与解决、创新问题等思维的怀疑（邢乐乐，2019）。

二、贫困大学生自信心水平的影响因素

根据埃里克森的人生八阶段理论，大学生正处于青

春期向成年早期发展的阶段，面临着自我同一性和角色

混乱的冲突，他们需要逐渐建立新的同一感或者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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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眼中的形象，这种同一的感觉就是一种不断增强的

自信心。而贫困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容易因为家庭经

济上的困难缺乏自信心，造成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

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问题，从而影响学生个人、高校以

及社会的发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贫困大学生自信心

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家庭经济。家庭经济困难是影响贫困大学生

自信心的首要因素。从高职院校近几年的贫困认定数据

来看，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占比将近 15%，主要群体为农

村低收入家庭和城市低保家庭学生，多数学生来自于多

子女就读、单亲家庭，分为特别困难、困难、一般困难

和临时困难四个级别，家庭年总收入为 10000-90000 不

等以及综合其他各方面情况。在大学校园中，贫困大学

生在衣着、娱乐、饮食、休闲等外显行为上都表现得相

对节俭，通过朋辈群体的对比，无形之中容易造成贫困

大学生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第二，环境变化。贫困大学生在大学之前所就读的

一般都是自己家乡的学校，并且高中的学习压力大、学

习氛围浓厚，学生的生活基本都以学习为主，较少有其

他因素干扰，环境比较单一。学生在刚进入大学学习时，

所面临的生活环境相对之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

除了学习还需要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贫困大学生需

要经历较长的对于环境转变的适应过程，而适应不良就

容易导致他们自信心不足，不敢或不想参与各项集体活

动，羞于表现自我，甚至自我孤立、缺少支持网络，从

而反过来逐步降低自信心，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贫困

大学生个人发展。

第三，标签化。随着社会和高校对于贫困大学生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为了及时识别、认定、帮扶贫困生这

类特殊学生群体，社会和高校通常会出台各类奖助措施

以帮助贫困大学生缓解经济压力、顺利完成学业。看似

“雪中送炭”的举措，却可能因为各级各层的评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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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评选流程不规范等造成贫困大学生隐私的泄露，

由于大学生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正处于个性鲜明、比较

冲动的年龄阶段，性格特点、表达方式、价值观念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少部分的学生不恰当的言论可能会

对贫困大学生的自信心造成严重的打击，容易导致贫困

大学生逐步自我标签化，阻碍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三、贫困大学生自信心提升的思政介入路径

对于贫困大学生自信心的提升是帮扶举措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也是对于贫困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

有助于培养贫困大学生的自信心。本研究认为，具体有

以下几条路径。

（一）强化自我意识教育

有研究表明，团队辅导对于提升贫困大学生自信心

有显著成效，可在团队辅导融合思想政治教育。要培养

贫困大学生的自信心，首先需要先建立自我意识。在团

队辅导中设计认识自我的活动内容，使贫困大学生之间、

贫困大学生与团队辅导者之间建立好信任关系的前提下，

主动地、投入地进行自我认知，更加充分地、深刻地了

解自己的性格、优缺点和需求，最终做到自我接纳。

其次，引导贫困大学生认识校园学习和未来工作方面

可能面临的竞争，通过“优点大轰炸”明确自身优点，并

在其他成员眼中建立认同，客观分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

途径，增强竞争力，提升贫困大学生参与竞争的自信心。

第三，开展感恩教育，引导贫困大学生认识自身的

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家庭、学校乃至社会对其个人发展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强化学生感恩意识的同时感受到被

支持，促使贫困大学生逐步提升自信心。

（二）牢固理想信念教育

在校园学习生活方面，强调树立优秀典型，着重挖

掘贫困大学生中的优秀学生代表，通过座谈会、分享会

结合新媒体宣传，扩大优秀贫困大学生的影响力，从而

有助于对其他贫困大学生开展励志教育，鼓励他们“不

穷志”，向优秀典型学习，引发贫困大学生的情感共鸣，

引导其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经济条件带来的阻碍，不

断提升自我，在大学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在未来规划

方面，注重树立远大理想，利用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模

拟和竞赛等多种途径开展贫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引导学生立足专业和优势，明确方向和目标，坚定理想

和信念，推动贫困大学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校园学习、

生活、工作、实践等方面，向自己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三）渗透朋辈力量教育

利用学生身份相对于教师身份更易于深入学生群体

的优势，通过层层遴选，组建一支朋辈思政教育工作队

伍，要求他们在工作中坚持“学习、理论、实践”互融

互通的发展导向，以理论学习为基础，不断总结实践来

创新理论，再应用于实践，处理和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观察自身所分管的贫困大学生动态，

关注和研究他们的需求，包括学业困难、心理困难、经

济困难、就业困难、思想困难等五类，成立“精准帮帮

团”。针对学业困难学生，朋辈思政工作队伍利用自身经

验帮助学生增强学习主观能动性，探索有效的学习方法，

链接专业老师的资源；针对心理困难的学生，朋辈思政

工作队伍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参加校级院级心理

知识培训，努力提升自身心理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他

们适应校园环境，并配合学院心理辅导员做好各专业各

年级心理困难学生的动态关注工作；针对经济困难学生，

朋辈思政工作队伍积极将国家、学校、学院的资助政策

传达到位，鼓励他们通过勤工助学岗位自强自立，不仅

扶贫还要扶志；针对就业困难学生，朋辈思政工作队伍

化身就业联络员，精准了解他们的就业意愿，帮助他们

分析自己的优势和短板，紧密跟踪就业动态；针对思想

困难学生，思政先锋轮流站岗，严抓学风，了解学生违

纪的原因，反馈给相应分管辅导员，用学生的角度帮助

他们学习学校相关规定，树立正确的思想态度。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介入贫困大学生自信心的

提升具有一定的成效。贫困大学生自信心的培养不仅有

利于贫困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克服困难实现蝶变，更有利于高校和社会的发展和

进步。因此，高校需要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创

造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提升贫困大学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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