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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对于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是落实资助育人工作的重要举措。高职院校辅导员在

学生管理育人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从高职院校辅导员工作出发探讨借助资助体系育人工作

科学可行的提升路径，实现全方位的育人目标，以期为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工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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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financial aid polic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work of supporting and educating students. Vocational college counsel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ent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work. This article explores a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path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work through the assist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ocational college counselors, in order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goals and provide assistance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ponsored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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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1]，促进教育公平，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的资

助体系，为新时代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工作指明了方

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特殊群体备受关注，资

助工作如何实现育人育心相结合，经济脱贫与精神

脱困的统一，高校辅导员肩负着重要职责，探索高

职院校辅导员借助资助体系提高管理育人工作的有

效性，助力资助育人工作更好开展。

2 高职院校辅导员在贫困生认定工作
中的作用

精准的认定贫困生是高职院校辅导员做好贫

困生资助育人工作的前提。高职院校学生学制为三

年，最后一年要进行顶岗实习，而贫困生属于动态

管理，每年的秋季学期开学后辅导员对学生申请情

况进行评定，在贫困生认定过程中既要保护学生隐

私又要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因此作为高职院校

学生资助育人工作的实施者，辅导员在贫困生的认

定工作发挥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依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贫困生认定的依据包

括：家庭经济因素、特殊群体因素、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因素、突发状况因素、学生消费因素、其他影

响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因素[2]。辅导员在贫困生认定

环节中，特殊群体和突发状况这两项是比较容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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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助政策可适度向西部边远山区的学生倾斜，但

是学生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在不断的变化，在贫困因

素的认定中要考验辅导员的工作智慧，有些学生会为

了“面子”故意隐瞒其家庭经济困难情况，有的学生

为了获取资助而故意制造家庭经济困难的假象、甚至

开具虚假证明，因此辅导员能够正确识别“假贫困”

、“假富裕”等各种情况，除了要做好广泛调研，充

分了解学生的家庭成员及收入情况、个人消费情况等

各类情况因素，还要发动学生的力量，做好民主评

议，接受学生监督，确保让每一名符合条件的贫困生

都能享受到国家资助政策，对学生进行经济资助的基

础上进而不断升华到育人的环节。

3ﾠ 高职院校贫困生自身所面临的问题

从目前整个高职院校的情况来看，学生在高中

阶段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进入高职院校以后面对家

庭经济问题会有不同表现和不同心理状态的，这涉及

到贫困生自身的认识问题。学生一边要承受学习的压

力，一边还要承担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3]，有的可

能还要顾及到周围同学的眼光，在双重或者多重压力

下往往会造成他们的自卑心理，心理承受力较差[4]。
从心理层面来看，一些出身贫困家庭的学生，自尊心

较强往往怕同学瞧不起自己，故意隐瞒自己的家庭生

活情况，给学校贫困生资助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与

此同时，有的贫困生因为享受到资助政策在公开场合

消费较大，也有部分贫困学生刻意夸大自身的贫困程

度以获取更多经济资助。当然，贫困生群体中也涌现

出许多自立自强的先进典型，他们刻苦学习、勤奋上

进，在学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

因此，辅导员在资助育人环节首先要了解学生的不同

认识，准确把握一些特殊学生情况，做到因材施教，

进而能够在借助资助体系进行培养教育的环节实现精

准施策，激发贫困学生的内生动力，让他们通过自身

的努力去改变现状，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

4ﾠ 高职院校辅导员在资助育人工作存
在的不足

4.1ﾠ 无偿资助增加了贫困生的依赖性

目前国家的资助体系包括了奖、助、贷、勤、

补、减(免)”和入学绿色通道等多种学生资助方

式。这些资助方式中大多数的资助项目都是以无偿

为主，因此部分贫困生也有了“免费资助午餐”的

心理依赖，认为所得都是理所当然的，导致他们失

去奋斗的方向，缺乏感恩意识[5]。部分同学在获得

资助后肆意消费的情况会导致资助金并未真正使用

到学生真正需要的地方，如果后期的思想教育工作

不到位，容易适得其反，甚至有些原本并不贫困的

学生也开始产生对助学金的觊觎，对学生形成积极

向上的价值观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4.2ﾠ 辅导员在资助后的管理与教育引导不到位

资助育人工作不仅在于提供经济支持，更在于

通过经济资助达到育人育心的效果，从而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辅导员可

能过于关注贫困生的认定、助学金的评选和审核，

而忽视了资助后的管理与教育引导工作。这包括对

学生使用资助资金情况的监督和对学生心理状态的

关注以及对学生感恩、诚信、自强等价值观的培养

等问题。缺乏这些后续措施，可能导致资助工作仅

仅停留在表层，停留在经济层面，辅导员还未走进

学生的内心，真正起到教育引导作用，也未能充分

发挥其应有的育人功能。

4.3ﾠ 辅导员对学生精神关怀与心理疏导不足

在资助育人工作中，除了物质支持外，精神关怀

和心理疏导同样重要。然而，部分辅导员可能过于关

注学生的物质需求，或者更关注他们的身体状况而忽

视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和心理状态。例如，部分学生在

解决经济困难后的精神追求缺失，一些学生在获得资

助后可能产生自卑、依赖等心理问题，如果辅导员未

能及时发现并给予有效疏导和帮助，可能会导致学生

无法充分发挥资助的积极作用，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贫困生资助相对更加重视经济方面的救助，希望通过

物质的扶持解决大学生的学业完成问题，因此对于思

想精神的帮扶和心理疏导自然就欠缺了一些。

4.4ﾠ 辅导员容易忽视个性化需求，缺乏多元
化育人措施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需求

具有多样性和个性化特点，辅导员在资助育人工作

中往往侧重于经济上的关注，忽视了对学生个性化

发展需求。经济方面的关注只是帮助贫困生完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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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一种支持措施之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部分高职院校辅导员在对贫困生教育帮助的

过程中，对学生的需求往往缺乏多元化、全方位的

育人措施，部分辅导员在资助育人工作中缺乏对学

生个性化需求的关注，比如思想政治状况、职业规

划发展等；未能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成长需求，

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方案，如勤工助学、技能培

训等，以帮助学生提升自身能力和综合素质，导致

资助育人效果并不理想。

5ﾠ 高职院校辅导员实现资助育人工作
的路径分析

5.1ﾠ 辅导员注重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观教育

高职院校辅导员在贫困生教育过程中，不仅

要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更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

将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

贫困生的日常教育管理过程中，培养学生正确的三

观，积极向上的心态和正能量，积极为学生营造优

良和谐的学习氛围。

其次，要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让学生了解

国家资助政策的核心目的为了让学生更好的完成

学业，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放弃学业，也是为

了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公平教育的机会，能够为社会

培养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并不是大家理解的“理所

应当”的事。辅导员通过班会、团日活动等形式，

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引导学生珍惜现有的学习机

会，感恩国家和社会的关爱。同时，还需培养学生

的责任担当意识，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感恩之心，

从而努力学习将来能够回馈国家和社会。

要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提升诚信教育意识，

引导学生如实反馈家庭经济情况，杜绝虚假申请资

助的行为。同时，获得自主后更要做到自律，不能

铺张浪费或者过度消费，并通过诚信档案的建立和

管理，增强学生的诚信观念。同时要加强学生励志

教育，辅导员可以通过讲述励志故事，举办专题座

谈会，以及自己身边的典型案例帮助并鼓励学生树

立自立自强的意识，激发学生的奋进力量。

5.2ﾠ 辅导员重视贫困生的动态管理、提供多
元化资助方式

辅导员深入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通过家

访、谈心谈话与学生家长沟通、参考学生所在地的民

政部门证明等多种方式，能够精准识别学生家庭的贫

困程度，做到贫困生“应助尽助”。依据学生的家庭

情况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包括学生本人

的生活消费、学习表现等信息，对学生的在校学习、

生活和思想情况进行动态管理。同时，档案需要定期

更新，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通过定期约

谈、走访、抽样调查等方式，及时了解学生的经济变

化，对资助对象和资助额度进行动态调整。在学生获

得补助后，通过观察，互相监督，去了解学生补助资

金使用情况，也可以通过举报方式，一旦发现有资金

乱用或者铺张浪费的情况，将会影响到学生下一学年

评审资格。 
在贫困生的资助过程中应做到无偿资助与有偿

资助相结合，对于特别贫困的学生，除了提供国家

政策内的学费减免、助学金等无偿资助的同时，辅

导员还要通过积极鼓励和引导学生学校积极申请学

校勤工助学岗位、社会兼职工作等方式，让学生通

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有偿报酬。这些有偿工作报酬与

高职院校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理念更为契合，它既

能让贫困学生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辛勤劳动来缓

解家庭的资金困境，又能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提升

个人综合素质和能力[5]。同时辅导员要创新资助手

段，比如设立专项资助项目，创新创业项目、技能

提升项目等，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提升综合素质和

社会竞争力。

5.3ﾠ 辅导员加强学业指导与能力提升，搭建
成长平台

辅导员需要针对贫困生的学业情况，制定个性

化的帮扶计划。这包括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料、指导

学习方法、解答学习疑惑等。同时，还需关注学生

的考试情况，帮助他们制定合理的复习计划，提高

考试成绩。除了学业帮扶外，辅导员还需注重贫困

生的能力培养。可以通过组织各种实践活动、技能

比赛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同

时，还需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社团组织，拓宽社交圈

子，提升人际交往能力。

辅导员帮助学生进行学业和职业规划，提供就

业指导和创业支持，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意

识。关注贫困生的就业情况，为他们提供就业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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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导，包括提供就业信息、组织招聘会、指导简

历撰写和面试技巧等。同时，还需关注贫困生的就

业心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创业观。

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通

过实践锻炼提升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辅导员有计

划的组织贫困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

社会调查等，这些活动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

力，还可以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6]。
同时，通过实践活动，学生还可以了解社会现状，

为未来的就业和创业打下基础。

5.4ﾠ 辅导员加强人文关怀，提供个性化资助

贫困学生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辅导员

需要密切关注贫困生的心理状态，及时进行心理疏

导和关爱。可以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讲座、心理咨

询等方式，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帮助学

生解决心理问题，树立正确的贫困观，增强自我认

同感和自信心。同时，辅导员还需与学生建立亲密

的师生关系，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同

时，辅导员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沟通学生的

在校表现和学习情况，向家长介绍学校的资助政策

和帮扶措施，争取家长的理解和支持，通过家校合

作，共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辅导员需要关注贫困生的生活需求，为他们

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同时，还需关注学生的个

人情感需求和目标要求，及时给予情感关怀和目标

支持，让贫困生能够充分感受到温暖和关爱，这包

括提供生活补贴、帮助解决住宿问题、关注家庭

状况、人际关系、饮食健康等。擅于洞察学生的心

理动向，并进行积极正确的引导，避免出现极端行

为，特别是对于表现异常，性格极端的学生，通过

心理疏导打开其心结，将更多的关爱传递给这些学

生。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课外活动或者拓展活动来

实现，主动进行思想帮扶，不能等学生主动询问，

而是要积极的有针对性的对缺乏健康常识的同学进

行辅导，使学生们有正确的自我认知，良好的心理

健康的体魄，及完善的自我人格[5]。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资助育人工作的主导者和

实施者，是保证大学生资助育人工作有效开展的一

线工作者，通过有效的资助育人路径的实施，辅导

员可以更好地实现资助育人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和成长成才，真正落实“ 育人为本、应助尽

助”的育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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