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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promote	educational	equity,	and	improve	the	student	aid	system	covering	all	stages,	which	has	pointed	out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ideas for the funding and education work of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By evalu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funding for edu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weak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unctions, weak gratitude awareness, single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a lack of dynamic evaluation in funding work. Therefore, actively exploring new paths for development 
oriented	funding	and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build	a	scientif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ecise	
funding,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alent development in the funding work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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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探析
陈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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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完善覆盖全阶段学生资助体系，为新时代高校资助育人工作
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思路。通过评估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现状，得出当前资助育人工作还存在心理疏导功能较弱、感恩
意识淡薄、平台构建单一、资助工作缺乏动态评估等问题。因此，积极探索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新路径，以构建科学施
策、资助精准发力、全面发展促进成才的资助工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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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在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资助资金中，政府、高校

及社会设立的各项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共资助全国

普通高等教育学生 4588.24 万人次，资助资金 1675.59 亿

元。银行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571.14 亿元，占普通高等教育

资助资金总额的 34.09%。高校从事业收入中提取并支出

的资助资金 209.67 亿元，占普通高等教育资助资金总额的

12.51%。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捐助资助资金（简

称“社会资金”）20.02 亿元，占普通高等教育资助资金总

额的 1.19%[1,2]。

现有的高校学生育人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金为主，新生入学

资助、保证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的“绿色通道”、勤

工助学、服兵役学生资助、基层就业代偿等较为全面的资助

政策体系。不难看出，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会捐赠、学

生自助“四位一体”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已不断完善，高校

学生资助覆盖面逐步扩大，为学生资助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与保障 [3]。尽管保障型资助额度越来越大，但仅从奖助学

金的发放、临时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等经济手段和物质帮扶

往往弱化资助的价值功能和育人目标，发展型资助才能满足

学生高层次的发展需求，对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

处，助推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 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工作机制

2.1 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内涵
发展型资助理念逐渐成为部分高校的有益尝试。发展性

资助理念，是指在资助主体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活动中，

以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为价值追求，目的不是仅仅停留在不

让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缴交学费的层

面，而是通过精准学生需求，最大程度发挥资助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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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资助育人要想真正构建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必

须牢牢把握好发展性资助理念，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发展型

资助育人的基础是精准资助，主要包括：做好精准认定对象、

精准把握需求，精准配置资源；核心是提升育人实效，在做

好经济资助的保障型资助后更把重点放在提升发展性需求

上；重点是要加强思想引领，激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内在

动力 [4]。通过节日活动等形式加强感恩诚信教育，通过鼓励

参加社会实践等方式涵养家国情怀、推动其将精神力量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馈”的良性

循环。将资助与就业导向相结合，通过资助一些实践实习项

目，把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发展需求，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机遇与选择。

2.2 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目的和意义

2.2.1 遵循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党的二十大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了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要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5]。资助育人工作作为高校中极其重要的

一环，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勉励青年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将资助育人工

作作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2.2.2 引领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需要
发展型资助育人着力点由助人转向自助，根本落脚点

是育人成才。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全方位解决经

济困难学生的实际问题，重塑他们的理想信念，增强诚信感

恩意识，鼓励树立正确择业观，培养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

精神品质，立足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

时代好青年，既能在经济上脱贫，更在思想上致富，为青年

学生成长成才赋能。

3 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现实困境

3.1 心理疏导功能较弱
发展性资助育人更强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往往来自经

济贫困地区，大多家境贫寒，由于缺乏良好的经济基础，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面临着生活、学习、工作、交际等方面的问

题，因家庭各种突发事件而致贫的学生更容易出现自卑、自

我封闭、性格孤僻、能力欠缺等内在问题。

3.2 感恩教育不够突出
主要表现为受助学生诚信、感恩意识淡薄。有些学生

获得资助和贷款后，在毕业后不按时履行还款责任，对高校

助学贷款的信誉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学生感恩意识淡

薄，不能以实际行动感恩回馈社会，或不参加公益活动或志

愿者实践活动，没有把受助转化为学习的动力，辜负了国家

和校方的良苦用心。

3.3 育人形式不够多元化
一方面，励志教育、诚信教育和感恩教育尚未形成常

态化，活动方式也局限于主题班会、讲座、征文等“撒网式”

的传统教育模式，没有有效引入互联网的技术和平台，对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缺乏足够吸引力，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也十

分薄弱。另一方面，资助活动粗放式特点明显，对受助大学

生思想动态、特长爱好、能力需求等都缺乏相应设计，缺乏

对学生心理以及情感适时引导，未能切实符合受助学生的个

性化需求，育人效果难以体现。

3.4 受助对象信息掌握不够全面
现阶段资助育人工作缺乏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精

准识别，每一个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背景和致贫原因都是不

同的，每一个学生对于困难帮扶措施的具体需求也不尽相

同；处在不同阶段的学生，对于受助的需求也是有所差别

的。比如大一新生应侧重温暖关怀与情感疏导，大二学生侧

重理想信念培养，大三大四临近毕业学生更需要职业帮扶与 

指导 [5]。传统的资助育人方式容易“一刀切”，没有全面掌

握学生的家庭背景、消费水平等有效信息，导致学生资助工

作未能有内涵式发展的提升。

4 发展型育人资助的路径探索

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展资助育人工作，除了传统奖、助、

贷、勤、免、补等措施，更要重视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帮

扶和自强自立意识的培养，助力学生成才成长。逐步从传统

的保障型资助到现代发展型资助转变，最大限度地发挥资助

政策“立德树人”的内涵与价值，就要从机制、队伍、形式、

平台、管理等相应手段构建物质帮助与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

长效机制，从而使得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有

效性。

4.1 健全大学生资助工作体制机制，做到精准资助
精准资助为发展性资助奠定了基石。动态化的高校精

准资助管理系统不仅更具有针对性，还有利于提升资助工作

的效果。实时更新贫困学生信息，实现资助对象动态管理，

是全面落实高校精准资助工作的重要保证。因此，贫困学生

的个人情况、家庭困难情况、贫困等级、已获得资助情况、

学生在校学习思想情况、在校消费情况、银行卡收支情况、

个人校内外志愿服务等情况等记录应入库，确保信息库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应积极做好资助管理系统信息的日常维护和

动态管理，包括学生的家庭情况、心理调查结果、学业情况

等信息纳入动态档案管理，学校还应积极与政府的民政部

门、公安部门等建立联系，做到数据上的联动，与学生自身

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综合研判分析，避免虚报与漏报。通过

掌握学生在校的全程信息对其帮扶，及时根据学生实际进行

动态调整，实现发展型育人作用。

对申请学生的真实困难程度和消费习惯，辅导员应联

合班干部定期调查和了解，确保准确性的情况下，还应通过

“主动发现”，组织班干部、宿舍长开展日常观察和动态反馈，

对一些出于自尊原因或其他原因没有申请资助的同学，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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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等学生实行谈心谈话，及时建档补录，

引导其通过学校资助和国家资助渠道获得帮助。定期关注学

生身心和思想变化，根据是否积极参加志愿实践、文体活动

的频次降档资助制度，如因违反校规校纪受到处分者以及违

反学院规章制度者也应及时撤销相应资助，确保资助工作体

制精准管理。

4.2 多管齐下，实现发展型育人功能
一方面，注重“家校联动”，通过多元化资助育人平

台，针对当前资助育人薄弱环节，应着力完善资助育人合力

机制、家校合作机制等各类工作保障机制，积极促进家校合

作，在寒暑假期间走访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对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进行有效干预与疏导，深入调研了解学生的真

实贫困状况，结合各地区间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多子女

抚养花费差异、家庭致贫原因的差异等进行打分，并结合在

校消费情况和表现综合评定 [6]。另一方面，学校应在大力搭

建高校、企业、家庭资助育人沟通的基础上，通过设立长期

合作的校外实践基地，搭建公益、社会实践和志愿帮扶等活

动平台，鼓励经济困难的大学生以积极的心态和行动去认识

社会、了解社会、回报社会，塑造学生自立自强、诚实守信、

知恩感恩、勇于担当的品质。

4.3 拓宽育人渠道，凸显思想引领作用
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要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

一方面，通过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三

支一扶”帮扶活动等提升综合能力，要求在社会实践中围绕

诚信、感恩、奋斗等思政元素进行主题构建，并与家国情怀、

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认同感等紧密结合，逐步内化为义不容

辞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另一方面，可积极利用教师节、母亲

节、父亲节、雷锋纪念日等节日为契机，组织主题班会、茶

话会、谈心谈话、沙龙等系列活动，教育引导学生节日当天

给父母和家人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可以通过“三行情书”“家

书传递”等形式引导困难学生积极感恩，增强感恩父母、感

恩学校、感恩社会、感恩国家的意识。

4.4 树立优秀典型，实现“资助—自助—助人”的

良性循环
树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的优秀典型，并鼓励

学生组建学生资助宣讲团，可把资助育人相应的内容纳入学

校课程或学分体系，构建引起全体受助学生关注的表彰奖励

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困难学生榜样的遴选范围既可以

是全面发展的优秀家困生典型，也可以包括在生活坎坷的勤

学励志学生等，表彰和宣传不同领域表现优秀的先进学生个

人，是学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重要途径，

从小部分人引导一群人，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学生得到发展

培养、成长成才。

4.5 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发展型育人平台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发挥公众号高校新媒体

的平台优势，如头条号、校园号、抖音、B 站、BBS 论坛等，

定期推送相关信息，并开设资助专题栏目以及咨询热线，引

导学生正确对自身经济状况做出判断以及如何申报的决定，

让学生在周到的服务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在细致的认

定过程中感受到学校的重视以及认可，让每一个受众学生都

感到被需要。第二，可开展相关“微公益”的活动，比如鼓

励学生去养老院等慈善机构做志愿服务、下沉社区帮助做好

核酸检测等志愿服务。第三，倡导受助学子竭尽所能帮助比

自己更加贫困的山区、灾区的同龄人，助力乡村振兴，充分

发挥模范的义务和责任；鼓励参与暑期支教、三下乡等平台

增强劳动与实践能力，让广大受助学子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荣

誉和帮扶，使感恩意识外化为服务他人的行动，增添社会责

任感和认同感 [7]。

5 结语

基于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探索，促进高校发展型资助育

人工作从机制、队伍、形式、平台、管理等方面不断创新，

通过精确化、规范化、动态化管理，将资助与育人紧密结合，

促进受资助对象的健康成长，资助工作更多应体现教育情怀

和使命，不断推进“立德树人”的发展型育人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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