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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激励机制探析 
◆张  波 

（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0） 

 
精准扶贫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实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大战略决策。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教育精准扶贫是 具基础
性、先导性、持续性的方式，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有效的方
法。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懂知识、会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
才，是 有效的“造血式”扶贫。高职院校作为精准扶贫战略部
署中重要一环，应该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的各项政策要求，充分发
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优势，将学校贫困生的精准扶贫工
作作为核心内容，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激励效果，实现“扶贫
先扶志”的目的。 

一、高职院校贫困生的心理特点 
（1）自卑心理。自卑是高职院校贫困学生较为突出的心理

特点，高职贫困生相对于一般学生背负着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
力，迫切希望能够早日独立，脱离贫困生活。但是由于我国教育
资源分布不均，导致高职贫困生与其他大学生差距越来越大，这
样造成了学生在学习、生活等方面各种各样的隔阂，使高职贫困
生产生自卑心理，同时也使自尊心变得敏感和脆弱。 

（2）焦虑抑郁心理。由于家庭经济压力的巨大，高职贫困
生背负非常沉重的思想包袱，这种压力使部分贫困学生在学习和
生活中容易缺乏自信心，丧失学习热情，甚至不愿与人交往。 

（3）自尊心理。高职贫困生比普通学生拥有更为强烈的自
尊心。他们通常具有较强的毅力和承受能力，渴望得到别人认可。
不愿意被别人看成弱势群体，在接受帮助的过程中，宁愿选择贷
款、勤工俭学，也不愿意选择社会和个人资助。 

（4）虚荣心理。部分高职贫困生由于不能正视自己的境况，
在生活中攀比，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伪装自己、掩饰自己。通过
这种行为来达到一种心理平衡。 

（5）内疚心理。高职贫困生和一般大学生相比更为懂事成
熟，大部分都能理解和体谅父母的艰辛，懂得自己读书机会的珍
贵。高职贫困生往往都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想法，但是现实却
是他们依然需要家庭的经济支持，不能为家庭减少负担，而这样
的情况更加剧了他们心中的内疚感。 

二、精准扶贫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激励机制建立 
“扶贫先扶志”，结合高职贫困学生思想状况和心理健康状

况，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障高职贫困生心理健康发展。首先
建立科学的激励体系，激励体系是指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激励的过
程中，需要明确激励的目标、对象、途径、结果等，通过建立科
学的激励体系，这样能够进一步提高激励效果，例如，针对一些
学生自卑，缺乏自信心的问题，教师的激励目标就应该设定为通
过采取一系列的激励措施，确保学生能够更积极的投入到学生生
活中。在激励途径方面，可以采取精神激励和榜样激励结合的方
法，通过树立榜样，给与学生一定的荣誉等实现对其他学生的激
励目的。 

（1）榜样激励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树立榜样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探索奋斗轨迹，生活中不乏各种光辉形象，
时刻鞭策着我们要努力奋斗，追求理想。在人际关系中，对榜样
的认同是一种激励力量。本世纪初，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就
把模仿看作为一种先天倾向，很多人都有一种天然的冲动去照样
做其他人的行为。刚刚入学的新生对未来的人生规划，职业发展
和自身定位都非常迷茫，常带着从众心理去学习和生活，自觉地
不自觉地模仿高年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榜样的作用就突显出
来了。在校园里树立和宣传优秀的高职贫困生典型，进而起到示
范、激励和引导作用，其他同学向他学习，不断纠正自己在思想
方面、道德方面以及行为方面的问题，完善自身的人格。很多学
生都对榜样存在崇敬之心，进而会不自觉的模仿榜样，有助于学
生思想品质的提高。 

（2）物质激励法 
物质激励法是指运用物质的手段使受激励同学得到物质上

的满足，从而进一步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物质激励
有奖金、奖品等，通过满足要求，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积极生活
的动机。它的出发点是关心学生的切身利益，不断满足学生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例如，在学校生活中针对一些优秀
的行为和事迹，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学生进行一定物质奖
励。物质奖励可以在学生中快速起到作用，但是并不能作为主要
激励方式，如果物质奖励法运用不当，将对导致学生出现拜金思
想，反而适得其反。 

（3）精神激励法 
精神激励法是指运用非物质的手段，例如表扬、奖状、荣誉

称号等作为激励方法，以满足人们对尊重、成就、自我实现等高
层次的精神需要,从而激发人们良好行为的一种方式，这是人才
激励的 高境界。教师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学生进行激
励，这样学生通过努力获得荣誉，才会在思想上不断进步，进而
努力成为一个具有高尚情操，思想进步的优秀青年。 

（4）标签激励法 
在社会交往中，每个人都往往被定义为各种各样的人，即被

贴上各种标签，个体往往受标签效应的影响来装饰自己的行为，
以符合社会的标定。在学生工作中，往往运用标签效应可以激励
和引导学生的行为。比如在和学生谈话时给学生扮演的角色贴上
好标签，会激励、引导学生表现出符合角色规范的良好行为。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工作者要注意把握好激励程度，如
果程度太高，学生可能会产生投机心理，如果程度太低，学生可
能会感受不到，激励的效果不明显。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学生
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困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
给与尊重和关怀，使学生能够保持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结合
上述激励方法，控制好奖励程度，满足学生的基本需求并将其转
化为学生学习动力。随之把握学生心理动态，分段式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而不是“一锅端”，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另外，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注意结果
公平，一个和谐的校园，一定是机会公平、过程公允的地方，“不
患寡而患不均”，只有在公平民主的环境与制度下，才能充分调
动师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每个优秀的学生都能得到相同的机
遇，公平竞争，优秀学生的优点可以充分激发与表现，得到应有
的奖励；而每个有过失的学生也做到一视同仁，让其他同学感到
公平正义。 

三、结语 
高职院校贫困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到学生的未来发展，

关系到学生及其家庭能否摆脱贫困，因此，高职院校和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要从政治角度着手，将贫困学生的思想问题与扶贫问
题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加强对学生的心理
辅导，注意采取合适的激励方式方法，只有充分运用激励机制，
才能更好的促进学校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只有充分运用激励机
制，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形成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坚定脱贫的
信心，才能使学生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人才。总之，在精准扶贫
视角下，高职院校对贫困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深入研究和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激励机制方法是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精准脱贫
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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