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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资助工作的现状研究—以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为例

袁万国

江苏师范大学 科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是助力脱贫攻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十九大明确目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间

学生资助工作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本文以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为例，分析目前高校资助工作的现状，指出问题和提出解

决思路，助力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发展和提高综合素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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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高校教育中的特殊群体，党的

十九大以来，国家立足于精准资助理念，加大扶持力度，改

革创新高校资助工作方法，取得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时代的

变化，在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中普遍存在认定标准不规范、重

物质轻教育、学生的心理状态不了解等情况，通过前期对科

文学院资助工作人员的访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问卷调查

和走访，综合分析出科文学院资助工作的整个情况。

一、科文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概况

截止到 2021 年 3 月，科文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共

计 1520 人，其中学院建档 1117 人，省资助系统建档 403

人，占全院全日制在校生的 14.29%。根据省资助政策要求，

分为特别困难档（A 档）、困难档（B 档）、一般困难档（C

档）。目前科文学院特别困难 329 人，困难 654 人，一般

困难 134 人。2020 年学生国家助学金总名额是 1696 人，

占全院全日制在校生的 15.94%，基本上能够实现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全覆盖。

从结构上来看，科文学院省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共计

694 人，省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826 人，这主要是近几年

来，科文学院跟随国家中西部教育战略的脚步， 不断在外

省扩招，压缩省内招生名额。从年级上来看，2017 级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 285 人，2018 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15 人，

2019 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82 人，2020 级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538 人，主要是科文学院扩大建档生的范围，不在严

格控制建档生的比例。

二、科文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现状

（一）常规性资助工作

科文学院 2011 年成立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与教育管理

办公室合署办公，并于 2021 年 2 月份从原有部门分离，

单独成立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配备专职辅导员。在这 10 年

中，根据国家和省相关的文件要求，科文学院不断摸索和创

新， 完善和建立“奖、助、贷、减、补、勤”的六位一体资

助体系。目前，已建立《科文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科文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科文学院国

家助学金评审实施细则》，严格按照要求评选候选人，保证

绝对的公平公正。还出台《科文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设立固定岗位和临时岗位， 目前固定岗位 50 个，临时岗

位 30 个，满足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需求。

（二）延展性资助工作

科文学院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作，根据调研情况，科文

学院从紧张的事业收入中按 3%比例提取资助经费并规范使

用，用于学生资助日常工作。提高学生勤工助学岗位费用，

由原先的 150 元到 600 元；同时扩大学费减免力度，从早

期的残疾学生学费减免到省建档立卡学生、孤儿学生学费减

免；设立院长助学金，鼓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努力学习；提

高原有优秀奖学金额度，奖学金分别从 1200 元、800 元、

500 元提高到 1500 元、1000 元、800 元；设立出国交流

奖学金（考研奖学金）。2017 年已经连续 5 年开展冬季学

生慰问活动和冬季家庭走访活动， 通过实地的走访，加强

家校联动，增进学校与家庭的感情，增强学院资助工作的亲

和力。

（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现状

通过问卷调查、团体座谈会、个别访谈等方式，初步了

解科文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从整体上看，95%以上

的学生了解国家和省以及学院制定的资助政策，了解国家生

源地助学贷款政策，也知晓学院设立的各类奖学金。约 96%

的学生认为学院的资助工作基本满意，认为各类评选的奖助

学生较为公正公平，覆盖面也广。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建档办

法，有 21%的学生存在自卑感和失落感，认为某种程度上暴

露了隐私；23%的学生认为课余时间较少，剩余时间基本上

用在兼职和勤工助学岗位上，学习压力加大，心理负担也比

较重；34%的学生认为自己作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总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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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看不起自己，自己低人一等，不敢有过多消费，怕别人

说自己名不副实。

三、资助工作中的问题

（一）资助专职工作人员匹配不足

目前，科文学院虽然成立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但专职工

作人员只有 1 名，各二级学院匹配兼职工作人员 1 名，从

数量上看，专业工作人员严重不足，正常高校开展工作需要

2-3 名专职人员，从结构上看，兼职工作人员均以各二级学

院专职辅导员为准，虽然能够保证数量，但是资助的全面性

还有待提高，没有其他非辅导员岗位的人员充足资助力量。

资助工作人员匹配不足，必然影响实际资助工作的育人成

效，没有形成全程、全员、全方位的资助工作模式。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存在困难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是资助工作的重中之重，理论

上家庭走访是获得精准数据的唯一办法，但是由于工作人员

数量少、家庭经济困难申请人数较多、学院成本较高等原因，

家访更多的是区域性的复核，没有全面覆盖。科文学院对于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依据在于《家庭情况调查表》，由

学生本人填写并做诚信承诺。由于各个生源地民政认定政策

不一致，调查表显示的数据不能完全体现学生真实的家庭状

况。根据调研，约 45%的学生存在“侥幸过关，不拿白不拿”

等心理，认为学院没有太多精力研究数据的可靠性。科文学

院使用全国资助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时也发现一些未经

过我院认定的学生也在系统，已经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虽然大部分确实符合条件，但是仍有少数学生不符合条件，

而且多数学生并不清楚自己的相关信息录入全国系统。

（三）必要程序和学生隐私之间的冲突

按照《科文学院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建档工作实施办

法》要求，凡是申请贫困建档认定的学生，必须简述“困难

史”。虽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原因

已经变为老师代述，但是大部分申请学生还是特别在意，认

为学院的这种方式伤害学生心理，有损学生面子。在班级民

主评议环节，有学生认为， 只要自己说的惨一点，必然能

够博得同情票。不同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 所以会

有少数学生为了面子不愿意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宁可贫

困，也不能丢了面子。

（三）资助工作思想帮扶力度弱化

资助工作要求资助与育人相结合，科文学院能够做到资

助，及时给与困难学生物质上的帮助，但是在育人成效上还

需要加强。每年的 10 月份，都是奖学金集中评选的时间段，

科文学院在此期间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资助

专兼职工作人员任务繁重，大多数只能完成面上工作，对于

困难学生心理上的辅导力度不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般存

在心里自卑、胆怯、敏感等问题，多数因为学费问题导致生

活压力增大，还有部分同学的消费价值观、攀比之风严重，

这些都需要专业上的指导和心理上的帮扶，特别是互联网的

时代，学生信息没有决定的安全，不法分子利用学生兼职赚

钱、高消费等心理骗取学生参与“校园贷”、“消费贷”等非法

贷款，让学生误入歧途，引发严重后果。

（四）缺乏对学生的诚信感恩意识培养

科文学院在物质上能够满足困难学生，但是在日常教育

中，感恩教育主要集中在毕业生中，对于困难生这类群体涉

及不多。经常发现，贫困生在拿到学院发的奖助学金后，会

立马购买手机、衣物、吃喝玩乐等不当行为，而不是优先考

虑缴纳学费或者购买学习用品，总感觉是个人专款，理当自

由消费。更有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学生不愿意主动偿还贷款，

将学院拉黑，不接学院电话，成为学院的钉子户。学生认为

国家和学院给予帮助是理所当然，少数学生没有感恩意识，

特别关心奖助学金额度分配，总想自己多点。

四、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实践路径

（一）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学院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材料时，不能简单依据学

生的自述材料，或者部分政府机关开具的相关证明，也不能

过多相信全国或者省资助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未经核实的数

据。应该采取多样方式进行抽查和复核。定量分析是采用问

卷调查、全国或者省资助系统数据及其他管理平台全面分析

学生的情况，定量分析是采取个人访谈、群众走访、电话核

实、家庭走访等形式间接获取相关数据，两者综合在一起相

对获得精准数据。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应该更多的参考学

生日常消费情况，多听取班级同学、班干部、舍友的意见，

从消费大数据上客观真实的评价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同时注

意保护学生的隐私。

（二）加重人文关怀，做到细微入情

高校在开展学生资助工作的时候，应该更加注重学生的

心理状况，不能简单地将物质灌输给学生，要注重保护他们

的隐私，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更好合理的保护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尊严，让他们感觉跟普通学生没有差别，不需要

特殊的照顾。例如在建档认定的过程中，尽量不公示申请学

生的详细家庭状况，由班主任代为简述；所有申请材料需要

严格存档，不轻易给无关人员查看；多使用大数据关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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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消费情况，比如校园一卡通消费记录；在新生入学期

间除了开设绿色通道外，还开设新生心理辅导专场活动，疏

导困难学生情绪，帮助他们走出阴影。

（三）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培养诚信感恩意识

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开展要与诚信感恩意识培养相结合，

不仅仅是给予物质上的帮扶，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资助。首

先辅导员要结合日常工作实际，通过召开主题班会、党团日

活动、心理团辅、班级活动、专题讲座等形式对经济困难学

生心理疏导和诚信感恩教育，让他们在浓厚的氛围中不断自

我认可，完善自我，提升人格，增强集体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同时要发挥优秀学子、主要学生干部的模范带头引领作用，

将诚信感恩意识贯穿于学生日常活动，从实践中领悟真谛，

引导学生诚信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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