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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绣花”理论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创新性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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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资助育人是高校服务青年成长发展的重要路径 , 对促进贫困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意义重大。但在实际中 , 高校资助工作往往侧重于

经济上的资助 , 尚未达到“精准”育人的要求。文章以资助育人存在的问题为导向，以绣花理论为支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创新

性提出“绣花”理论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创新性模式，从精准构图、精准描绘、精准打磨三个角度提出资助育人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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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资助育人存在问题

1.1 困难生认定“隔层纱”

高校学生资助的首要环节是确定贫困生，这是整个资助育人工

作的前提和基础。但由于贫困生的隐蔽性，使得困难生认定“隔层

纱”，精准认定难度大。首先，个别贫困生存在自卑等心理不愿申请，

致使“真贫不申”现象；其次，大多数高校贫困生认定程序不完善，

往往通过《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或由当地民政部门出

具的相关贫困证明来认定，难以真实、准确地把握贫困生家庭经济

情况。再次，有些高校在真正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审核不严，程序不

合规定等现象，这都导致“贫而不申”“申而不贫”的现象。[1]

1.2 资助与育人“两张皮”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精准脱贫是必须打赢

的攻坚战。高校资助育人是国家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是教育部

为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规划的十大育人体系之一，意义重大。

然而目前高校资助存在资助与育人“两张皮”现象，[2] 具体表现在：

一是资助与教育融合度不高。目前大多数高校学生工作部门通过开

展感恩诚信励志教育等实践形式落实资助育人工作，但因为事务性

工作较多，深入开展缺乏精力，导致育人工作走形式；二是经济输

血和造血育人不对等。传统的资助模式只是直接给予困难学生经济

帮扶，缓解燃煤之急，而未从真正意义上赋予其改变命运的能力。

1.3 资助育人全过程“虎头蛇尾”

资助育人应着眼于学生长远成长发展，当前资助工作中，资助

工作比较冗杂，困难生数量比较庞大，资助育人成效跟踪反馈机制

不健全，虽很多高校为困难生建立档案，但多数往往只注重前期不

注重反馈，毕业生一旦毕业，档案就不再更新，导致资助育人难以

实现全过程监控，资助育人所取得的成效无法得知，更无法教育引

导受助学生回馈社会。

2 高校资助育人“绣花”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坚定不移打赢

脱贫攻坚战，鲜明指出“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

功夫”。[3] 众所周知，绣花需要沉下心，耐住性子，一针一针、有

条不紊地进行，每一针绣到哪，绣多少针才能完成，必须足够精准，

多一针少一针效果都出不来。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也是一样，要使出

“绣花”功夫，在精细、精准上发力，在识贫、助贫、验贫全过程

中，不仅需要专业的资助人员负责，更需要耐心、细心、恒心和爱心，

只有倾情付出，才能绣出惊艳、鲜活的花朵。

2.1 识贫须下“绣花”功夫

精准识贫是资助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既要让每

一个贫困生都能享受到政策扶持更好的成长成才，又要防止非贫困

生从中钻空子，浑水摸鱼。特别是面对高校庞大的学生群体，由于

个别学生心理敏感，自尊心强等原因，往往出现刻意隐瞒家庭贫困

事实情况，加上在有些地区，当地政府对建档立卡等贫困户更新不

及时，或出现谎报错报现象等等，使得贫困生识别更加艰难。所以，

在资助工作开展中，必须拿出“绣花”的功夫，多深入学生中，练

好“眼力”，把一个个贫困生精准识别出来，利用大数据，为他们建

立贫困生档案，为下一步的精准资助作好准备。

2.2 助贫须下“绣花”功夫

资助工作的最终落脚点不仅要给予困难学生经济资助，更要提

高他们的自身素质与能力。所以高校在开展资助工作中，要充分发

挥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使出“绣花”本领，做到精准资助。一是

要把扶贫与树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激发贫困

学生的内生动力；二是要利用供给侧原理，了解学生需求，根据学

生特点提供“点餐”式服务；三是根据一生一册思路，指导贫困生

针对自身特点制定精准的“素质能力提升计划”，并通过大数据网络

平台，提供相应的课程教育指导和实践帮助。

2.3 验贫须下“绣花”功夫

衡量资助工作成效的不是看资金发没发下去，而是看资助的学

生有没有真正成长成才。所以，验贫工作至关重要，不仅要关注在

校贫困生，也要关注已毕业的贫困生，这就要求高校在资助验收上

更应该下一番“绣花”功夫，对贫困生数据要进行及时维护与更新，

毕业前及时了解每一个困难生升学就业去向和职业发展，毕业后还

要定期做好跟踪调查和反馈 , 适时调整资助教育模式与内容，同时

对毕业后有需要的学生继续给予技术支持和学业职业指导，确保每

一个贫困生真脱贫的目的。

3 “绣花”理论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创新性模式

3.1 合理规划，精准构图，为精准资助铺“底色”

资助工作涉及学生家庭、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因此，在开

展资助工作时要合理规划，要兼顾学生家庭、学习、在校表现等情

况建立完善的资助帮扶体系。对特殊情况学生，要建立绿色资助通道，

保证家庭突发意外等特殊情况的学生能及时得到资助。同时，还要

加大资助政策宣传力度，让每一名同学了解资助相关政策，清楚国

家助学贷款申请条件和流程，公开公正进行奖助学金评选等工作，

让家庭贫困的学生树立信心，明确努力的方向，学会感恩，通过自

己优异成绩来报答祖国。

3.2 全员育人，精准描绘，为精准资助加“过渡色”

资助工作比较琐粹，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学生的切身利益，要

应尽可能全面掌握每一名学生情况，做到准确全覆盖。高校学工人

员要经常深入学生家中、宿舍、班级等了解学生第一手资料；建立

学生家长通讯录、家长微信群等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建立学业督导、

班级“一对一”帮扶制度，及时了解学生学业发展情况；将学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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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勤工助学相结合，联系学校各个职能部门，尽可能给学生提供

锻炼自己的各种勤工助学岗位，在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的同时加强

专业知识和各方面技能的学习，为将来就业打下基础。

3.3 共情共友，精准打磨，为精准资助着“点缀色”

很多贫困生因为家庭经济压力而导致敏感、自卑自闭、消极悲观、

不自信等各种心理问题，相对于物质生活的贫乏，贫困生心灵上的

孤独和困苦让人们更为揪心。扶贫工作不仅是货币或物资的给予，

更应该成为精神支持和价值观输出的过程，成为密切学校、学生关

系和沟通师生感情的过程。所以在贫困生资助过程中，对于心思敏感、

自尊心比较强的贫困学生，要换位思考、多角度介入，学会与学生

共情共友，从而建立彼此间信任感，之后一切的工作开展才能按部

就班进行。资助过程中，要加强学生自立教育，使贫困大学生意识到，

暂时的经济困难并不是人生的全部，要争取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目

前现状，实现人生的华美蜕变。同时，还要加强感恩诚信教育，教

育学生诚实守信，常怀感恩之心，自己接受别人帮助的同时，也积

极主动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4 结语

高校资助育人是共青团服务青年成长发展的重要路径，对促进

贫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高校精准资

助落实工作中来看，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在资助育人中着实需要下

一番“绣花”功夫。这就要求高校团干部在工作开展中要以绣花理

论为支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精准构图、精准描绘、精

准打磨，一针一针织牢制度的密网，绘就育人的美好花卷。

[ 参考文献 ]

[1]曹瑛 ,李萍 .新资助政策背景下资助育人实践的路径探析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0(10):124-125.

[2] 金明媚 , 精准扶贫视野下高校资助育人体系的构建 [J]. 继续

教育研究 ,2019(1) :85-89.

[3] 脱 贫 攻 坚 需 要 下 一 番“ 绣 花 ” 功 夫，[EB/OL] 四 川 日

报 ,https://epaper.scdaily.cn/shtml/scrb/20170311/157561.shtml

[4] 谢守成 , 闫丽莉 , 叶雷 . 高校受助贫困生现状及其教育引导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9 (4):71-72,79.

[5] 陈金华 . 高校贫困生资助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J]. 继续教育研

究 ,2014(7):109-111.

（上接第44页）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可，不断发挥其强大的生命力、

凝聚力与建设力量。

3.2 意识形态全面教育

不可盲目的以为社会群众可以自觉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

够坚定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因此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也不

需要对社会群众展开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基于此，列宁

很早就提出“缺少革命理论，就不会形成革命史上的解放运动”。意

识形态作为有关的利益集团，是统治地位物质联系在理念层面上的

体现，也是以思想的方式呈现而来的统治地位物质联系。当前，世

界两种机制体系在不断地斗争中，已经从军事对抗转变成经济发展

与意识形态的对抗，可见社会主义形态教育与武装社会群众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世界情形、基本国情以及党建情况也是如此，推崇个

人价值的多样化，重视意识形态的“普世”作用，抵制主流意识形

态的灌输是十分危险的。针对干部群众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

并非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也是艰难险阻的实践问题 [7]。因此，这就

需要加大主流媒体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度，通过地方电台、

新浪微博、腾讯等新媒体平台，有效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其

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还要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教育环节，对于社会青年的意识形态教育，只重视理论教育并不可行，

需要让社会青年在不断地实践探索中，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

涵，学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事物进行观察与分析，才能不

断形成先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

量。

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过程中，应该促进马克思主

义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功能作用的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非把多

元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加以排除，而是把多元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汇集

起来，使其不断变成发展、渗透的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域，促进我国

社会主义长足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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