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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劳动教育在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的路径实现
藏晓辉 赵苗苗

陕西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21

【摘 要】：本文通过论述劳动教育以及高校资助育人的理论来源与基本内涵，分析了劳动教育融入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工

作的现状及价值，探索劳动教育在资助育人工作中的路径实现，让每个家困生都能享有公平而又质量教育，提高家困生劳动

价值观与综合能力，丰富资助育人平台，切实提升高校育人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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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是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资助

育人工作的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期中国青年要

用勤劳的双手和诚实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显而易见，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劳动教育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具有重要

的推进作用。

1 劳动教育与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的基本内涵

1.1 劳动教育的基本内涵

劳动教育的基本内涵是帮助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

价值观，并具有劳动精神，形成尊重劳动、劳动成果和劳动

主体的价值态度。学生需要具备劳动知识和技能，具备创造

性劳动的潜质。所以劳动教育既是一种教育内容，又是一种

教育形式。需要顺应时代发展需求，让学生通过实践锻炼得

到劳动技能，提高劳动素养与创新能力，获得幸福感。

1.2 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的基本内涵

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是对高校资助体系构建的新要求，

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资助是指提供资金援助，包含资助

的主体（资助者和资助对象）以及资助的目的。资助者包括

政府、高校、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资助对象是指接收资助

的家困生群体。所以资助是一种经济帮扶手段，体现社会公

平，促进社会和谐，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高校

资助工作就是帮助家困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种经济帮扶手

段，也包含着培养受助者独立健全的人格为目的所进行的教

育引导及实践活动。其次，资助的根本目的就是育人。高校

培养人才的目标是促进学生自由全面发展，不仅符合马克思

主义教育思想的要求，也符合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要

求。这就要达到对学生经济帮扶实现学生能力、人格全面发

展的目标，最终实现资助育人的目标。

1.3 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主要特征

首先是物质资助与精神激励的双重性。新时期高校资助

育人活动具有物质与精神双重激励的作用，能够通过物质帮

扶，达到润如细无声的教育引导，让家困生对生活和学习有

正确的认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物质帮扶和精神激

励相辅相成，缺失了任何一个角色都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新

时期高校资助育人的目标。

其次是显性资助与隐性育人的协同性。新时期高校资助

育人体现显性和隐性的育人统一。显性育人就是通过理论知

识的传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而隐性育人是通过潜移默化

的方式感染学生，使学生达到精神脱贫。再次是个别资助与

整体育人的统一性。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过程体现人文关

怀。在经济上保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精神上培育学生，能

力上锻炼学生，最终达到整体性育人的目的。

2 劳动教育在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中的现状

2.1劳动教育形式单一，资助育人群体针对性亟待提高

新时期高校在人才培养中更加注重对劳动人才的专业

素养以及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服务于国家发展，这就对高

校劳动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

劳动教育的氛围进一步形成。但是劳动教育目前更多的体现

在思想意识认同上，开展形式单一，以课堂教学的形式进行

知识与技能传授，效果不佳。同时，教育引导过程均为全体

学生为对象，没有针对家困生实施精准帮扶，仍然以“大水漫

灌”的方式进行，缺少“精准滴灌式”的方式。

2.2劳动教育内容有限，资助育人实践平台缺失

当前高校资助形式主要以“奖、助、贷、勤、减、补”等

形式，针对家困生开展经济帮扶，而以学生个性化需求构建

的劳动技能以及实践平台的资助手段还没有施行，而且家困

生在“自助”以及“助人”的意识上还很欠缺，表现出劳动教育

内容单一，高校缺少关于劳动能力提升的平台建设，让学生

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9 期 2021 年

3 劳动教育在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价值

3.1 有利于高校劳动教育的实施与开展

劳动教育在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工作能够解决家困生

中普遍存在的劳动教育认识不足以及忽略劳动价值的问题。

尤其对于现在 00后的大学生，正是处于价值观形成期，朋

辈之间正面的影响，对于良好的品质品格的形成具有促进作

用。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工作要紧扣国家发展需求，扶贫更

应扶智，劳动从古至今一直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不竭动力。丰

富劳动教育内容不仅能够提高家困生的创造能力和自主能

力，还对完成精准识别贫困、精准资助具有显著意义[1]：新

时期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应从经济层面转向到更高层次——精

神层面，有效促进从资助助人到资助育人的转变。

3.2 有利于丰富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体系

首先，劳动教育在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可以对家

困生提供物质帮助，还能提高家困生的劳动实践能力，提升

家困生自立自强的优秀精神品质，在接受帮扶的同时提高自

身综合能力，在过程中学会感恩，提高社会责任感，更好地

服务社会。其次，劳动教育可以丰富高校资助育人内容，构

建多层次、多角度的资助育人体系。

4 劳动教育在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路径实现

4.1 以劳动教育内容丰富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工作

在新时期发展背景下，为提高家困生的劳动素养，促进

家困生成长成才，应将劳动教育体系纳入资助育人活动。

（1）营造氛围，加强学生劳动价值观建设。新时期对

于劳动教育内涵进行了丰富化，不止于体力劳动、劳动技能

的需求层面，需要对劳动教育达到精神层面上的理解和内

化。高校要营造劳动教育氛围，强化学生劳动观念，邀请劳

动模范、创新创业青年代表进入高校。

（2）拓展资源，达到“三全育人”的局面。劳动教育在到

课堂中并发挥引导作用，把价值理念引领、技能传授、能力

培养统一，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有效提升“三全育人”

实效，需要将课堂教育引导与实践平台结合，提高学生劳动

技能掌握程度。将劳动者代表引入高校、引入课堂，组织家

困生对话先进励志典型人物，让针对家困生的劳动教育成为

常态和系统化，使每个家困生都能积极参与到劳动教育过程

中，有所收获。

4.2提高家困生劳动意识和能力

当下存在劳动教育被搁置在相对边缘的位置，家庭及学

校的作用被弱化的情况。[2]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也普遍存在

对劳动认识不足，劳动价值观缺失、动手能力差等问题。正

因为如此，让家困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显得愈发重要。

通过构建劳动实践平台、丰富资源、树立典型、朋辈辅导等

途径，弘扬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价值

观念，培养崇尚劳动、追求劳动创造、尊重劳动对象的新时

代青年大学生。通过有效的劳动教育帮助家困生具备吃苦耐

劳的人格，踏实肯干的品质，达到新时期高校资助育人立德

树人的目标。

4.3丰富家困生实践平台

充分发掘校内外资源，丰富家困生的劳动实践途径，大

力设立校内外勤工助学岗位、积极合作劳动教育基地以及大

学生创新孵化基地，使家困生有理论学习，有实践培育。[3]

多渠道地为家困生提供劳动技能培训、劳动实践实训、企业

实习实践、能力锻炼平台等诸方面服务。

高校要把劳动教育有效地融入资助育人活动中，就需要

资助育人活动真正的满足家困生的需求。让劳动教育和高校

资助育人体系与新时期的发展背景紧密结合，有效的完成家

困生成长成才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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