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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以南华大学为例, 开展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育人模式的研究, 将资助工作与育人机制有机结

合, 通过长期的实践与理论探索, 建立起了资助工作与育人机制的有机结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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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与育人机制模式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与教育培养已成为各高

校面临的重要课题, 并且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2004年颁

发的中央 16号文件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6指出: /要加强对经济困难

大学生的资助工作, 以政府投入为主, 多方筹措资金,不断完

善资助政策和措施, ,资助经济困难大学生完成学业。0

/通过服务育人、管理育人, 把党和政府对大学生的关怀落到

实处0。这为开展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和育人工作指

明了方向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指导和要求。在平时的资助

工作中, 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的育人功能,始终

坚持资助与育人相结合,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教职员工、学生

群体参与资助,通过舆论宣传、榜样示范、爱心传递等方式营

造全员助人、育人的氛围。并着重从思想引导、心理援助和

能力培养三个机制对发挥资助体系育人功能进行了探索和

实践。开展以诚信教育、感恩教育、责任教育、励志教育、心

理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引导, 着力培养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依托资助平台强化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资助与育人模式的构建极大地促进

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和谐发展。通过长期的实践与理

论探索,逐步总结经验,我们建立了资助工作与育人机制的

有机结合模式。这种育人模式充分发挥和延伸了资助工作

的教育功能,使资助和育人相互融合,并形成一定的模式,其

核心是通过资助工作达到良好的育人效果。

图 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与育人机制的模式

二  立体多元的经济资助体系是资助育人的基础

目前, 南华大学在校大学生约 3万余人, 被认定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人数为 7500余人,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约

占学生总数的 25% , 其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占 10%。

针对这一问题南华大学建立了立体多元的经济资助体系,使

得许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益 (见表 1)。

(一 )形成了国家助学贷款、各级奖助金、勤工助学、社

会实践与创业和社会扶助基金五位一体的资助方式体系



(如图 1)。学校积极宣传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并出台相关政

策及文件; 依托国家政策设立了各级奖助学金, 类型包括国

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省特困优秀大学生奖学金、国家

助学金、校优秀学生奖学金、特长奖和进步奖等专项奖学金;

建立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网络库, 近四年来扩展助管、

助教、助研、物业服务等校内勤工助学岗位 4475个, 参与勤

工助学学生达 10481人次; 开拓社会实践与创业机会 1433

个,如衡钢、中钢科技创业平台, 香江百货假期百人助学岗

位,火车站春运助学岗位等等;学校通过政府引导, 社会、企

业出资,个人参与等方式设立了核动力奖学金、弘远科教奖

助金、汉炎奖学金、松霖奖学金、驻湘部队奖学金、移动奖学

金、校友谢志刚奖学金、华奕奖学金及学校教师捐款设立的

爱心基金等。

表 1 近几年学校资助情况统计表

助学贷款

人数

助学贷款

金额 (万元 )

校内勤工

助学岗位数

校内勤工

助学人次

校内勤工助学

工资 (万元 )

校外岗位

拓展情况

筹集社会

资金 (万元 )

学生欠费

情况 (万元 )
还贷率

2006 1268 780. 07 652 958 90 465 54. 7 7301. 4 92. 5%

2007 2337 1220. 04 1123 1256 130 522 84. 5 5873. 5 90. 3%

2008 2452 1320 1400 2100 212. 5 750 122. 6 2702. 6 93. 8%

2009 3204 1531 1600 4300 347. 65 996 135. 9 978. 3 95. 7%

合计 9261 4851. 11 4775 10481 780. 15 1433 397. 7

  (二 )建立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管理体系。学校

设置了大学生资助中心从事大学生资助工作;出台了一系列

规章制度, 如5南华大学爱心助学捐款管理办法6、5南华大

学大学生医疗互助管理办法6等 7个与资助相关的文件; 各

学院设置了专职辅导员, 专门负责学院学生资助工作,同时

设置了专项资金用于助困, 形成了学生资助工作的制度保障

体系; 学校定期举行专题会议对学生资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实行各部门及时沟通、相互协调、共同解决; 学校积极宣传、

鼓励教职员工帮困助学, 学校老师捐款设立了南华大学助学

基金, 形成了师生员工、各部门联动的全员参与体系;建立了

完善的资助工作流程 ,采取 /资助包0政策, 对资助资金实施

合理分配, 形成了学生资助工作的程序公正体系。

(三 )建立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科学认定机制。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 是资助工作中的难点。为能够公平、

公正、合理地分配资源, 切实保证国家与学校制定的各项资

助政策真正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 为此, 我们综合

运用了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法、生活状况跟踪法、师生民主评

议法、校院班三级公示法及指标权重数据分析法等方法, 建

立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科学认定机制 [ 1]。

三  全面系统的资助与育人相结合是资助育人的主要手段

(一 )思想引导

助育结合, 在助困中育人, 实现 /资助0与 /育人0相接

合, 利用资助工作的平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价

值观、诚信观,树立自信、自强、自立的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渗透于助学过程的各个方面,

贯穿于各个环节, 做到全方位育人和全过程育人。南华大学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设计就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

以助学为载体, 彰显了助学过程中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

能及隐性德育功能。

1、立志与自强。为避免经济困难学生 /等、靠、要 0现象

的发生, 我们在对他们进行直接的经济救助的同时, 还积极

鼓励他们主动参加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 引导他们自立

自强。让经济困难学生以勤工助学方式通过劳动获得报酬,

心理上不再有被施舍的感觉, 有利于帮助他们克服自卑感,

培养其自尊心和自信心。

2、互助与诚信。通过勤工助学活动使经济困难学生融

入到集体活动中,多与他人交往,促进其人际关系的改善、增

加其对他人的了解,培养其关心、帮助他人的优良品质, 体会

助人的乐趣、责任与意义, 形成良好的互助氛围, 如: 南华大

学学生自发组织的: /一毛钱基金会0, /爱心支教0等。加大

助学贷款政策的宣传力度,大力增强学生及时还贷的诚信意

识,提高学生的还贷率。我们通过开设诚信教育选修课, 开

展 /诚信教育月0等活动在学生中普及诚信教育。

3、感恩与责任。通过勤工助学, 让学生了解劳动的艰

辛,体会到父母的不易,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

通过各种奖学金及国家助学贷款的资助,让学生感受国家、

社会、学校对他们的关心与关爱,培养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

社会的责任、对母校的感恩。通过 /励志与成才讲座0, /诚

信与感恩讲座0/责任与奉献讲座0等系列讲座,对学生进行

思想上引导,培养他们感恩、奉献、互助、自立自强的意识,增

强他们对国家、社会、母校的责任感。

/帮困重在育人0,在经济资助的同时,全方位对受助学

生进行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

献0的思想教育并使之制度化、经常化,做到物质扶助与精神

扶助相结合、实际解困与回报教育相结合、经济资助与表现

考核相结合,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推进其自身素质全面和谐发展。

(二 )心理援助

高校贫困生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金钱上, 还在精神

上存在心理、学业、情感等多方面的问题。有部分经济困难

学生消极悲观,自卑苦闷 ,觉得社会对自己不公, 少数学生甚

至发展成严重的心理疾病。因此, 在关心经济困难学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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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状况的同时要更加关注他们的心理问题,对他们平时进行

心理疏导和帮助。

1、建立多层次的心理援助网络。南华大学成立了学生

心理健康咨询中心, 配备专业的咨询人员, 面向学生开放; 开

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建立了经济困难学生档案, 平时准确

掌握他们的心理状况;在学院设置了心理教育专干, 在班级

设有心理委员, 重点关心、关注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问题并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援助,给予他们心灵的抚慰与关爱 [ 2]。

2、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活动。以活动为载体, 寓以

积极向上的精神激励,引导经济困难学生树立奋发向上、积

极进取的心态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如:举办心理健康讲座、

团体辅导、心理沙龙、励志成才报告等,在开展资助过程中给

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

3、进行个别心理咨询。通过个别心理咨询引导经济困

难学生树立自信心, 建立完善的心理防卫机制, 进行改善人

际关系的尝试, 积极调控情绪, 降低心理焦虑水平。

4、建立心理服务网站, 开设了网上咨询中心。利用网

络虚拟特征使一些不愿抛头露面、自尊感强的贫困生能够得

到心理咨询和心理解困。

5、扩大心理咨询的队伍。除了配备心理咨询专业人员,

要求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班主任也要掌握心理咨询的基

本知识和方法, 能够针对贫困生的心理问题, 有效开展援助

工作, 为做好贫困生的心理疏导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 加强对贫困生的人文关怀, 用真情温暖他们, 用

事例感动他们, 引起他们情感上的共鸣、思想上的交流和心

理上的交融。

(三 )能力培养

高校贫困生因为物质上的贫困,导致他们社会综合能力

的 /贫困0, 影响了他们全面健康发展。学习能力、人际交往

能力、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大学生综合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将能力培养有机融入助学当中,有效提升了

贫困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1、为贫困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和专业发展机会。不仅提

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还注意将实践内容与学生专业训练相结

合以增强实践活动效果。如: 南华大学设有学生生活超市,

它既是勤工助学基地 ,又是教学实习基地。经营生活超市的

主要是学经济管理的贫困学生 ,这样就将助学与专业能力培

养有机结合起来。又如将学电气专业的贫困学生组织起来,

成立了电器维修队,从事家电维修,获得了同样效果。

2、积极组织贫困学生参加 /助研、助管、助教 0三助活

动。目前,南华大学共设置三助岗位 1000多个,助学岗位的

设置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增强了学生的专业技能, 而且

融洽了师生关系,促进了和谐校园建设。

四  及时的信息反馈是资助育人的有效检验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育人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它既需要有基础性的资助工作前提, 又需要有过程

性的育人工作主题,还需要有反馈性的检验工作结果。这种

检验工作把资助育人的观念、方法、成效放在实践中加以衡

量和校正,形成一套有效的模式及时地反馈信息, 使资助育

人工作科学、正确地进行, 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人

才培养质量,培养更多的优秀贫困大学生。

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视角, 对资助育人工作的成效进

行检验。一是检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整体是否都受到了资

助,实现了教育公平和校园和谐; 二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

否解决了学业、生活、心理的压力等实际问题, 资助工作是否

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三是检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整体是否

得到了高等教育教学的思想、专业和能力方面的培养, 是否

造就了整体性的合格人才;四是检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否

在思想、专业和能力方面成为合格的甚至优秀的人才 [ 3]。

总之,在加大经济资助的同时, 学校积极为广大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个人能力发展提供支持。搭建多样化的实践

活动平台,开拓有利于学生能力发展的自助渠道, 为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和实践机会, 提升其各种能

力,使他们不仅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而且拥有较强的社会竞

争力,避免出现从在校贫困转向社会贫困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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