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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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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采取精细化管理的方式，在学生的资助工作中，可以做到有实效性、针对性，同时根据学生群体的特点，建立

资助学生库，实现对资助学生进行甄别，完善和拓展资助学生库，最终促使高校在资助学生的工作中做到与时俱进的发展，精细

化的管理，有助于提升高校资助的管理水平，并促使高校资助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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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ies adopt a refined management method, which can achieve effectiveness and pertinence in the student financial aid

work.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 group, establish a financial aid student database, realize the screening

of financial aid students, and improve and expand the financial aid student database.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work of funding student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refined management will help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college funding, and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fund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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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更好地促进高校资助工作的有序开展，高校通过精细

化管理方式，严格制定资助管理制度，将原有的固定资助管理

方式转向精细化管理的模式，有利于提高教师团队的管理能

力，更好地实现对经济困难学生的有效资助。

1 精细化管理在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中的重要性

1.1有利于提升资助的公平性

高校采用精细化管理模式，并与政府部门和银行展开有效

合作，利用大数据平台信息，从而掌握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1]。

随后根据大数据信息对贫困学生的困难程度与困难等级进行

合理的划分，可以有效对学生进行识别，防止高校资助学生中

出现不公平的情况。而高校在使用精细化管理时，对贫困生进

行定量化的体系评价时，需要通过实际走访的方式调查贫困生

家庭的实际情况，这对后续提高贫困生精细化管理效率有着重

要的作用。

1.2有利于满足贫困生的经济需求

利用精细化管理模式，在帮助贫困生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

中，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资助和需求满足。对于家庭贫

困的学生，高校给予学生一定的生活和学习基本保障，同时采

用创新创优的人才培养方式，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精细化管理

与培养，并进行有效的资助育人，更好地促进学生德才兼备和

全面发展。

1.3有利于资助政策精准落实

高校在精细化管理中制定对应的资助政策时，必须做到对

资助情况做到精准落实，这也是精细化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

原则[2]。但不同的学生家庭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对

学生进行资助时，可以采取校内外勤工俭学的方法，使学生资

助的工作范围和力度加大。对于那些家庭条件非常困难的学

生，高校必须根据学生家庭的实际情况采取全额资助的方式，

确保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保障。

2 当前高校在学生资助中存在的问题

2.1资助管理人员工作能力不足

高校资助中的相关管理人员因为自身能力存在一定的差

异性，导致没有及时采用专业的知识对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

使得大部分学生对资助工作的认识不足，也不明白资助工作的

主要任务。同时学生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老师也没有在第一

时间给予学生专业的指导，因此严重影响到高校学生资助工作

的顺利开展，这些问题都是高校管理能力不足导致的，也使资

助工作中师生关系变得不够和谐。

2.2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制度

高校在学生资助的精细化管控中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制

度，使得高校对学生的资助工作与监督管理都不够完善[3]。在

对学生贫困情况的工作评价中，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围绕以班主

任为中心开展对学生的评价，因此在对精细化管控的整个监督

管控中，由于缺少参考性，在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采取突

击性检查时，对贫困生资助工作难以做到监督和管理，从而无

法发挥出精细化管理的工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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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资助管理方法缺乏创新

当前高校在开展资助工作的环节中，依旧采用固定且单一

的方式，在对高校学生讲解资助工作时，由于管理方式缺乏足

够的创新性，导致在对学生的资助中，高校需要投入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但这种精力投入往往效果并不佳，不仅如此，还会

影响到资助管理工作的有效进展。而高校在应用精细化管理的

过程中，主要以国家助学金为主，可以满足经济困难的学生一

定的学习、生活需求，但很少给予贫困家庭学生勤工俭学的岗

位帮助，缺乏对学生资助的创新力度，使得高校资助工作越做

越难。

2.4缺乏对资助学生的精准识别

在对高校学生资助的工作中，很多学校和班级缺乏完善的

认定标准和量化标准，仅凭一些书面资料难以做到对学生的贫

困状况准确评估[4]。再加上不同地区的认定标准不同，使得书

面资料缺少足够的准确性和判断依据，最终导致高校资助工作

中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当前的高校贫困生评定工作中，大部分

学校都是采取测评的方式进行评定，也很容易使学生认定和资

助工作出现波动性，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造成贫困生资

助认定工作缺乏必要的合理性而出现不公平的现象。

2.5资助资源有限且难以实现全面覆盖

近年来，国家针对贫困地区以及偏远山区放宽了高校入学

政策，使得越来越多贫困地区的学生可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

因此高校贫困生也的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多。然而国家在对贫困

生的扶持项目中，主要以助学金和励志奖学金为主，很难完全

有效的覆盖到更多的贫困生，使得高校资助工作也很难做到全

面化覆盖。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人们的

生活成本也在不断提高，高校学生的学习成本也在增加，对于

贫苦地区的学生而言，相对而言，学习所需要的各方面成本成

倍增加，致使贫困家庭的学生更加无力承担相应的学习和生活

费用。

3 精准化管理在高校资助学生工作中的对策

3.1提高精细化管理的综合能力

在高校精细化管理中，只有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才能更

好地在精细化管理中将学生纳入到资助队伍的建设过程中。同

时强化专业化管理队伍的构建，并加强对学生学习和生活的资

助力度，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相应的专业水

平。与此同时，高校还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大力宣传对学生

的资助工作，或者借助媒体力量，构建高校资助平台，对促进

师生之间的互动能力以及提高对学生的资助工作质量都有良

好的效果。

3.2合理落实对学生的资助责任

基于精细化管理下的高校资助过程中，通过合理落实对学

生的自主，可以实现对学生问题和困难的快速解决。然而高校

针对学生的资助工作中，只有细化对不同专业学生的有效资助

工作认定，才能加强对相关材料的有效监督，同时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改进和制止[5]。除此之外，在落实学生资助的过程中，

加强对教师的相关责任义务外，还需要定期对贫困生的学习情

况以及生活状况进行了解，随时向上级部门给予反馈。高校在

精细化管理中，对贫困生进行资助时，还可以和银行建立良好

的合作关系，利用银行的大数据资料，可以做到对学生家庭情

况的全面分析，进而有效的防止对非贫困生的资助，使资助资

金更好地应用于对贫困学生的有效资助。

3.3强化资助工作的创新模式

创新资助育人的模式，可以使老师积极发挥出对学生的指

导作用，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这对创新资助工作思想以及

采用新型模式等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校在开展资助工

作时，要以积极的正能量传播为主导方向，并在整个过程中积

极扩展对贫困人才的培养力度，优化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内

容，定期组织学生开展资助信息的探讨工作，能使学生对高校

资助工作的内涵充分掌握与了解。除此之外，针对学生自主管

理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热情以及工作积极性等给予相

应的标准考核时，高校建立健全完善的自主管理工作人员考核

机制与考核办法，并将其纳入到年终考核之中。在考核过程中，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考核，对于资助管理工作采取自上而

下的全面化考核时，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职务制定不同的考核标

准，最终根据考核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奖励，有助于为资

助管理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提供重要的保障。

3.4完善并拓展对学生的资助资源

在精细化管理中拓展学生的资助资源时，给予学生资助工

作的充分保障，还能有效满足学生总体的相关性需求。高校在

资助贫困生的过程中，除了国家的资助以外，高校还可以展开

与地方政府部门或者地方企业的有效合作，并积极调动社会力

量加入到对贫困生的资助工作中。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中，通过

成立助学基金的方式，不仅能帮助学生完成对应的学业，还能

给企业提供全新的人才，实现双方的共赢。例如高校在开展精

细化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与企业签订相应的贫困生勤工俭学合

作事宜，鼓励并引导学生参与到企业的学习，学生在企业实习

工作，不但可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同时也能满足企业用工慌

的问题[6]。而高校在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只有充分发挥出高

校的资助资源，同时加强对学生的资助工作岗位、心理、资金

等方面的资助，并以网络形式给予学生资金或者其他形式的帮

助，才能有效解决学生在以往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3.5以精细化管理方式实现精准甄别

高校应用精准化管理模式，可以对贫困生做到精准甄别，

并在识别资助对象的过程中成立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机构，随

后由专业的人员到贫困生的家庭进行调查认定工作。在资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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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开展中，对于学生提供的贫困证明等材料，需要由专业人

员和经办人员进行审核，做到对贫困生的精准识别，高校做好

对贫困生地区政府部门的交流沟通工作，利用抽查和访谈的方

式，精准识别贫困生。除此之外，高校应用精准化管理模式中，

借助认定指标和技术，有助于更加合理的了解贫困生的家庭收

入与消费支出问题，正确识别和定位贫困生，可以最大限度保

证相关数据具有足够的全面性和完整性，最终给予贫困生足够

的生活和学习保障需求。而对于贫困生的认定过程中，高校还

需要完善相应的自主对象以及认定程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

可以充分发挥出学生的群体工作性，并对资助对象和言行举止

等方面进行判定，有利于防止高校资助工作中出现错误的情

况。

4 结束语

在高校资助工作的开展中，高校采取精细化管理模式，不

仅能够更好地掌握和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同时还能实现对资

助工作的有效管理，为正确引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明确

的方向，实现高校资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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