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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的通知，将“资助育人质量提

升体系”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将育人作为资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当前助困工作集中

于贫困生身份认定和金钱资助上，缺少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等培育环节，导致助困工作浮

于表面，这也成了思政教育工作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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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ti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the issua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utline for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es the “funded 

educ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and regards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nd of the funding work. However, the current poverty-relief work focuses on identification of poor 

students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the lack of cultivating links such as moral infiltration, capacity expansion, 

and spiritual encouragement has caused the work of helping the poor to float to the surface, which has also 

become a gap in the 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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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生是高校的重要群体，是问题

多发群体，也是可塑造性极强的群体。

目前的资助包括助学贷款、学费减免、

临时补助、勤工助学、励志奖学金、助

学金等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

的基本生活问题。但是，从长远角度考

虑，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体系不能一成

不变，需要动态发展，在解决经济困难

问题的基础上应以立德树人为目标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因此，应把“扶

困”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从

根本上解决学生的物质贫困和心理贫困

问题，实现无偿资助与有偿资助、显性

资助与隐性资助的有机融合，构建物质

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

的资助育人模式，着力培养贫困生自尊

自爱、自立自强、自我成长、自我成才

的良好品质。 

1 当前精准资助工作的问题 

当前，高校的助困工作基本实现了

帮扶对象识别的精准化，对于困难生的

资助方式比较系统化，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贫困生群体的关心及关爱，也有效解

决了困难家庭因子女受高等教育返贫、

致贫的问题。但是，由于资助方式的赠

予性和单一性，导致部分学生存在“等、

靠、要”的思想，这对于学生的思想发

展产生了不良影响，更有悖于助困工作

的初衷。 

1.1资助形式具有被动性和赠予性  

从总体上看，高校贫困生经济资助

形式分为有偿资助和无偿资助。接受无

偿资助的学生不需要承担任何义务，该

资助形式具有门槛低、赠予性等特点。

长此以往，很大程度上导致部分贫困生

产生了“理所当然”的思想和“不劳而

获”的心理，制约了资助政策体系激励

学生上进和教育学生自立之功能的发

挥。典型的赠予型资助方式，资助因素

单一，缺乏对学生本人各方面情况的整

体考量。 

1.2资助模式单一，注重经济资助 

“无偿”给予大学生的资助，具有

及时性和暂时性。但往往在经济困难资

格认定工作结束后，贫困生几乎都可直

接申请获得各项经济资助，资助完毕视

为阶段资助结束，这与育人工作之间并

未形成必然的关联。部分贫困生虽然获

得了经济资助，却并未接受更精细化的

教育引导。“有偿”资助没有发挥资助的

再生功能，育人功能尚未得到很好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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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有偿”资助目前主要集中于勤工助

学和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岗位不足，而

且通常是简单重复的劳动，没有将勤工

助学作为检验学生所学知识、培养锻炼

学生的能力有效途径。 

2 完善贫困生精准资助育人

机制 

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既是一项政治

任务，又要有育人成效。因此，发挥资

助工作的竞争机制作用，对学生进行激

励和培养十分必要。在资助工作的制度

建设中，应从“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逐步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向

发展，真正有效地发挥激励和育人功效。 

2.1赠予型资助与争取型资助相结

合，保证资助对象精准识别 

对于贫困生的资助，应将困难程度

认定与学生日常表现挂钩，与社会贡献

成正比，坚持定量与定性有机结合，让

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资助和

资源，既享有获得资助的权利，也履行

能够取得资助的义务。为避免“贫而不

申”和“申而不贫”，还应建立完善的

诚信制约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联合当

地政府、班主任、辅导员等各方力量，

根据贫困生档案、诚信档案、大数据、

资助后的跟踪监督等，及时发现“隐性

贫困”，也使弄虚作假者难以混迹于受

助群体，让困难生变被动为主动，变无

偿直接资助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劳动

获得的间接资助。 

2.2物质资助与精神资助相结合，由

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模式转变 

扶贫先扶智，实现物质上和精神上

双资助，是扶贫的根本。教育通过改变

人的素质、提高人的能力而实现根本脱

贫，既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又带动家庭发

展，意义更加重大。因此，应注重能力

资助、有偿资助、激励资助和个性化资

助，变“大水漫灌”为“个性、精准、

量化”，提高社会实践经验，加强学生的

实践能力，在精神上使学生明白要想获

得需要先付出，付出劳动可以改善自身

的困境，这就是精神上的扶贫。同时，

积极发挥发挥有偿资助的造血功能，高

校应不断完善勤工助学制度，拓展勤工

助学岗位，结合学生专业特点设置岗位，

规范勤工助学岗位，加大力度引导学生

参与力所能及的工作，引导学生牢记责

任与义务。 

3 结束语 

高校学生资助育人工作是一项系统

工程，习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曾经

要求各级部门在扶贫工作中要坚持分类

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

因此，能力上的提升、心理上的强大、

扶贫赋能，才能切实提高资助育人工作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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