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 

Education Research 

精准扶贫视域下高校大学生资助管理创新探究 
 

冼盈盈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DOI:10.12238/er.v4i2.3609 

 

[摘  要] 高校大学生资助作为学生管理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帮助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参加

工作以及身心健康成长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精准扶贫是依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家庭贫困程度

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科学的扶贫措施,贫困准确辨别、扶持以及管理的专业化扶贫方式。“精准扶贫”

理念的提出有助于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也为进一步提升学生资助管理放心奠定了重要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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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精准扶贫主要是依据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家庭贫困情况制定出具有科学

性、针对性的扶贫措施,针对贫困进行更

加准确的判断,扶持并且有效管理的一

种方式。贫困的程度也决定了精准扶贫

后期的实施力度,对高校大学生扶贫工

作具有重要的作用。“精准扶贫”理念的

提出也为高校大学生自主工作指明了前

进的方向。高校的管理者需要重视运用

精准扶贫理念开展相关的工作,并且结

合日常自主工作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积极的去探索全新的发展途径,通过不

断强化资助扶贫工作的责任意识,进一

步做好贫困认定工作,提升对贫困学生

的心理健康重视,提升精准扶贫过程当

中的资助管理工作等,确保资助工作精

准落实到位。 

1 高校精准扶贫背景下学生资

助工作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资助面的精确性却在缺陷 

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提倡的一种帮扶

形式,主要是一种粗放形式的扶贫方式。

精准扶贫背景下高校大学生自主工作的

基础为建档立卡制度操作方面的条理性

以及规范性。相关政府部门也只有做到

全面的入户排查,真正了解受众的疾苦,

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去实施建档立卡,让

一些真正有需求的学生能够得到实实在

在的帮助,进而通过有限的经费发挥出

其 大的作用。如果在这一过程当中产

生某种偏差或者是疏漏,就会导致使用

资源上的浪费,促使真正有困难的一些

学生难以得到帮助,反而适得其反。 

1.2资助的形式较为单一 

就目前来看,有一部分的高校针对

学生资助上依旧存在很大局限,主要表

现在针对学生经济上的资助,主要的手

法就是通过助学金、助学贷款这些形式

来帮助贫困学生解决其入学的学费和

住宿费的物质方面的资助,让学生能够

顺利的去完成自己的学习,并且这些依

旧占据学生资助工作当中的主流。在现

实上,高校针对这些贫困生所表现出来

的心理状况的关注往往有限,针对学生

思想贫困同样缺乏一定的关注,导致学

生后期的资助工作丧失了内外资助的

一种精准性,仅仅只是在经济上进行资

助,却忽视了学生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引

导,导致许多贫困生往往在其内心深处

缺乏自信心,思想上也很难认清自己,

容易出现自卑的心理进而影响其后期

的学习与就业。由此可见,“经济资助、

励志育人”需要并重,同时也是后期学

生资助过程当中需要重视和践行的重

要育人理念。 

1.3贫困建档身份的认定不够精准,

且动态化监管缺失 

就目前的助学金评定当中,评定的

依据首先是贫困生的建档,而针对贫困

生自身建档认定大多会存在某种争议

性。对于这些大学生贫困情况摸底与考

察,是否是真正的贫困则是其 重要的

核心内容。精准扶贫建档立卡体系以外

的大学生贫困生的认定则必须要通过个

人的申请——所在的村(组)或者是街道

办事处推荐认同——县级部门进行审定

——所在高校进行复核等相关流程。在

这过程当中,其所在的村(组)或者是街

道办事处所推荐的认同推荐,在这一环

节当中往往都不够重视,没能够经过全

面的调查以及深入的去了解具体的情况,

仅仅只是盖章了事。这样所制造出来的

贫困证明,在后期返回到高校的资助中

心之后,让所想要达到的精准资助成为

空壳。高校在进一步认定贫困生的贫困

身份环节同样需要非常深入的进行要就,

而不能够以村或组所开具的一些贫困

证明就进行定档。出来贫困的核心要素

之外,一些综合的素质、学生实践能力、

学生待人接物等等,也需要依据相应的

比重来进行考察,并且还需要进行民族

评议。在贫困及担当工作过程当中,可

以依据相应的比例来进行确定。以广东

创新科技职业学院为例,经过多年的探

索,在贫困生评定中,例如：贫困占据其

中的60％左右,其他的40％分别划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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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日常表现、道德品质、参加学科

竞赛等活动当中,这样不仅仅可以考虑

到学生家庭经济贫困方面,而且还能够

充分考虑到学生自身的日常表现上,让

其建档能够更加的科学。 

2 精准扶贫视域下高校大学生

资助管理创新 

2.1进一步深化“精准资助”的理念 

精准主要在于“粗放”,通过有限的

一些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进而能够发

挥出 大的经济效益。就目前来看,高校

当中的资助体系已经逐渐形成了系统的

“奖贷助互补”这样一种全新的模式,

加之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所具有的实

效性。也充分为大学生贫困群体在后期

顺利的完成相应的学习带来的重要的保

障。“精准资助”不仅仅展现在针对大学

生贫困生身份的一种识别精准度之上。

同时也体现在学生受到资助之前、资助

过程中、资助后期每一个不同阶段都应

当建立起的一对一的情感投入以及智力

帮扶等计划当中,例如：能够让众多教师

群体、学生管理者、辅导员等,或者是学

生党员以及先进分子一对一的形成帮扶

体系,建立师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情感

联系,催人奋进、以情感人,通过言语和

行为来相互影响,传播生活的一些正能

量,真正让大学生贫困生能够在心理之

上得到互补和关爱。 

2.2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资助

观念 

高校的资助工作不能够只停留在物

质问题之上,更需要不断提升大学生贫

困生的综合素质,促使其能够成为更加

健康健全的综合性人才。由此,高校在大

学生资助与管理工作过程当中,需要始

终将“以人为本”这一理念融入其中,

高度去重视这部分的学生。在整个资助

环节当中,需要格外尊重学生自身的人

格, 大限度的去对每一位学生的隐私

进行保护,进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与发

展。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高校当

中应当不断的去完善相关的勤工俭学制

度,进一步提升勤工俭学在校园当中的

实施力度,通过勤工助学来帮扶一些贫

困的学生,帮助他们环节经济上的困难,

而且还可以去帮助这部分的学生树立起

良好的自信心,促使其能够在日后更好

的融入到集体当中。广东创新科技职业

学院针对助学每年都举办全校的“感恩、

励志、诚信”演讲比赛、励志扬帆等活,

深入地宣传贫困资助政策,对立德树人

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除此之外,高校还可以结合自身的

一些特点和现实情况,通过特定岗位进

行勤工助学及相应的义务劳动制度等等,

来进一步深化学生的感恩之心与奉献精

神,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进行自

我实现需求与 高需求。资助工作应当

提升对学生的心理辅导,关注其思想动

态,让学生在心理上也能够对得到自我

满足,进而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实

现自我价值。 

2.3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合作平台,

实现精准资助工作 

首先,从源头之上需要不断提升精

准认定工作。政府部门需要在建档立卡

过程当中要真正入户走访,深入到基层

去真正了解贫困的具体情况,为进一步

精准建档准备一手资料,这一过程需要

注意要接受群众的监督,真正做到公平、

公正、公开和有序。 

其次,进一步完善学校的学生资助

体系,鼓励企业和高校之间建立起校企

合作机制,并且结合企业当中的岗位以

及学校当中的专业设置情况,为一些家

庭经济相对困难的学生提供可以实习、

就业的机会,并且构建校企合作模式的

奖助学金,资助并且鼓励一些品学兼优

且家庭经济相对贫困的学生。 

后,需要不断规范民主评议的过

程,让政策能够真正落定到一些贫困的

大学生群体当中。班级教育和班级监督

需要双管齐下,进一步构建学生的信息

反馈机制,在受到资助的群体当中,对其

资金的使用情况要进行全面的监督,确

保资助资金能够发挥到 大的作用。 

3 结论 

就目前来看,高校的学生资助工作

已经是国家进一步落实打赢扶贫攻坚

战当中的重要环节,不能够让任何一位

贫困大学生因为经济问题而辍学,要进

一步优化高校大学生资助育人的全过

程,不断拓展精准扶贫制度,也只有这

样,才能够培养出更高质量的综合性人

才,为祖国的建设、民族的伟大复兴储

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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