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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大学生资助育人探索与实践 
白蓉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西安 710089） 

摘要：青年时期是大学生的拔节孕穗期，也是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广大高校教师要给学生播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以上充分说明了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性。而
广大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占比较大，学生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将资助工作和育人工作并举，在高职院校发动全员，借助
全社会的力量，对大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帮扶，有助于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新时期大学生。 

 

一、高职院校资助育人现状 
高职院校资助工作是学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进

步，高校资助工作已经由原来对学生单纯性的经济帮扶开始转向帮
助学生整体能力和素质的提升，新时代对资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将“扶困”与“扶智”，“扶困”与“扶志”相结合，构建物
质帮扶和精神帮扶有效融合的资助育人长效机制。然而在实际工作
中虽然我们已经发现资助工作的不足，但是由于各项因素的限制，
未将资助和育人真正相结合，资助工作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1、贫困等级认定不合理 
目前高职院校贫困认定大部分依靠证明材料，主要是《家庭经

济情况调查表》，然而在资助评选过程中有人想方设法开假证明、
更有学生当众哭穷、谎称自己是孤儿、诽谤其他同学等来骗取国家
助学金。在整个资助评选过程中学校只是关注信息的填报、数据的
正确与否、证明材料是否完善等，从班级到学院再到学校很少有部
门对经济困难学生具体情况真正的了解。众所周知，国家发放助学
金是为了帮助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来完成学业，而在实
施的过程中不进行实际调研，把助学金给予弄虚作假者，给予表现
不良者，这是对资助政策的歪曲，是对其他学生的不公，同时也违
背了我们国家资助政策的初衷。 

2、学校重视程度不够 
高校的资助工作基本上是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资助管理

中心每年工作的重点在于审核各学院上报的学生信息和相关材料，
同时，上级对于资助工作的考核也主要限于资助体系的完善和资助
政策的落实上，资助育人工作考核的长效机制有待完善。由于育人
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在短期内很难出亮点和成绩，这也
制约了大家不愿在育人工作上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3、资助育人工作主体较单一 
每年秋季高校开学后的十月份是资助工作全面开展时期，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将“奖助贷”等相关名额按各学院学生人数进行平均
分配，同时，规定评选办法和信息上报截止时间，最终由二级学院
按规定时间上报评选出的学生信息及相关材料。然而各学院目前资
助工作大多只由一名辅导员兼职来负责，学生资助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仅仅是学生资助申请表的填写这一项工作，就要耗费辅导员大
量的时间，笔者作为辅导员有长达六年的资助工作经验，由于学生
填写不仔细，或表格模板不规范等原因，每年在资助工作开始后关
于资助表格填写一项基本上需要每个学生修改三至五遍，那么可想
而知辅导员的工作量就变成了学生人数的四五倍，辅导员加班加点
完成任务都比较困难，事务性的工作几乎占完了他们工作的全部时
间，很难再将育人融入资助的过程中。 

4、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注不够 
我们知道，往往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他们内心敏感，外

在表现害羞且不善言谈，但其内心特别渴望能够受到老师和同学的
关注。而我们目前的资助工作只能做到给予学生经济上的资助，学
生的心理动态，家庭情况，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各种困惑等基本上很
难被关注到。 

三、高校资助育人模式的构建途径 
1、依托信息化平台，利用大数据，提升资助工作的公平性和

效率。 

如上文所讲高校在资助实施过程中，贫困等级的认定主要是依
据证明表等各项证明材料来完成，实施过程看似公平实则过于简单
粗暴。个别自尊心较强或者比较虚荣的学生即便家庭经济情况比较
困难，但也不愿意申请助学金。针对以上问题，今后高校可以在资
助工作中引入信息化平台，尽量减少纸质材料的填写和审核，从而
提升资助工作的效率。同时，高职院校资助部门与村委会，扶贫办、
民政部等进行数据共享，同时监测学生每月饭卡消费等情况，最终
由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对大数据进行分析，结合老师了解到的学生情
况等从而来确定出学生的困难等级。 

2、加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帮助学生在人生的关键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引导学生确立远大的人生理想，是高校资助工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进入大学后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和网络上的不良诱惑，大
多受助学生会表现自卑的心理，在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各种诱惑
中容易出现急功近利，盲目攀比，贪图享乐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
路。针对此类问题，高校可以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座谈交流、案例
分析等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引导学生学会发现生活
中的真善美，同周围的假恶丑行为做坚决的斗争，树立大局意识，
学会明辨是非等。 

3、全员参与，家校共建，形成合力育人 
学生从入校初就和全校人员发生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对学

生潜移默化的教育胜过简单枯燥的重复说教。班主任、辅导员、专
业课教师，学校管理服务人员等都是育人的主体。以上人员要用自
己的言行来影响学生，关心爱护学生，教育帮助学生。同时学校和
家庭相联合，班主任辅导员等相关老师要及时和学生家长沟通，了
解学生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走近学生的
原生家庭，及时向家长反馈学生在校的表现，合力共建家校育人机
制。 

4、关注学生心理，提升育人效果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多内心敏感，不善言谈，他们更需要学校

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应该对学生进行引导，多和学生谈心谈话，学
生遇到问题时及时给予指导，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和成长导师，从而
走进学生内心，得到学生认同。同时资助工作不仅要授之以鱼更要
授之以渔，对于学生经济上的资助只是暂时的，对于大学期间学生
整体素质的提高、能力的提升、学业的帮助等是才是最重要的。通
过给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学校举办各项比赛等活动、对学生进
行学业规划和就业指导，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出彩的机会，从而帮助
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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