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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有效措施

引言

在当今社会，教育公平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

而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工作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

目前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资助方

式单一、缺乏个性化关怀等，这些问题影响了资助育人

工作的效果。本文基于ERG需求理论，探讨高职院校资

助育人实践路径，以此为提高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工作效

果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本文将从ERG需求理论的

视角出发，深入分析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的需求特点，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实践路径，本研究

还将为其他类似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推动高职教育的

发展和教育的公平。

一、三全育人视域下资助育人时代背景

“三全育人”是加强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为全方位加强思

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方向与指导 [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资助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根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发布的《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12-2022）显

示：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人数增长 54.3%，发放金额

增长 43.5%，国家助学金人数增长 151.3%，发放金额增

长 244%，国家助学贷款贷款申请人数增长 124.9%，发

放金额增长 283.2%，我国教育资助政策不断完善，覆盖

人群与金额逐步增长，但目前还存在一定的缺口，结合

近期的资助舆论，目前存在育人要素之间不融合、资助

活动缺乏连续性、资助对象不精准等 [2]，如何将资助与

育人真正融合到体系当中，亟待我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

加以探讨和改进。

二、相关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ERG需求理论的差异性

马克思需要理论：该理论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3]，强调需求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与发展需要，生存即个人生活

需要，享受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发展便是最终需

要，但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需求内容和满足方

式会发生变化，人的追求是无穷无尽，满足低层次需求

就会产生更好层次的需求，在现在社会发展的时代下，

生存已经不能满足当前资助的需求 [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层次理论是基于人类心

理学的理论，强调需求的层次性和个体差异，该理论将

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需求

层次的满足顺序并非固定不变，可能会受到个人成长、

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高等级的需要会成为人们行为

的动力 [5]。

ERG 需求理论：美国心理学家 ClaytonAlderfer 提出

的理论，该理论是基于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是马

斯洛需求理论基础下产生的新理论，ERG 需求理论提

出了三个需求层次，分别是生存需求、关系需求和成长

需求。生存需求指的是人类拥有的基本生存保障，例如

食物、水、基本生存环境等；关系需求是指人对社会关

系和人际交往的需求，成长需求则是指人们对个人成长

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包括对知识、技能和个人发展的追

求。这三个层次相互关联，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的优先级

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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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需求理论强调需求层次性和多样性，认为需求

有不同层次和类型，揭示人类的生活规律，ERG 需求理

论强调三个层次之间不分先后可共存，即生存中也可谋

关系发展 [6]。马斯洛理论、ERG 需求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需要中“生存（生理）、成长（发展）”两个层次一样，

区别于中间层次的 ERG 需求理论层次为“关系”即为

情感需求，以及归属感、认同感等，马克思需要理论为

“享受”，强调精神需求，包括对文化、艺术、道德等方

面的需求。在如今新形势下的大学生，“关系需求”更为

贴切现新时期的大学生活需求。

（二）ERG需求理论在新形势高职院校资助育人中

的理论适用性

ERG 需求理论在高职院校资助育人中具有较强的理

论适用性。在新形势高职院校中，育人工作需要一直的

“保鲜”，“00 后大学生”是主力军，“00 后大学生”拥有

着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多样化生活，生在网络化时代接

触的信息面更广，对于人际关系与发展的需求更为强烈
[7]，思想活跃的大学生对生活和学习的需求各异，ERG

需求理论注重需求的多样性、关系性和动态性，提出了

多种需求满足途径，包括工作满足、人际关系改善、个

人成长和发展等，能够有效地解释和满足这些需求。资

助是育人的一种途径，通过了解学生的需求层次，学校

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资助政策和教育方案，从而更好地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更好回归“资助育人”的

本质理念。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设计

（一）研究方法

为探讨学生需求特点和资助政策匹配程度，本次研

究坚持定性和定量结合，利用公开数据，结合 ERG 需求

理论维度设计问卷收集数据进行差异性与相关度分析，

探究 ERG 需求理论高职院校资助育人成效与对策。

1. 文献研究法：通过整理分析相关的报告、学术期

刊、政府政策以及官方政府网站相关资料，获得资助相

关信息。

2.问卷调查：设计一份问卷目标为高职院校的学生，

涵盖资助类型、资助金额、育人活动和学生个人因素等资

助类，关于生存、关系和成长需求的ERG需求理论维度

3. 访谈研究法：访谈目标为资助工作者，为半结构

型访谈，主要了解学校在资助政策、资助经费、资助流

程、资助难度等了解，配合问卷定量研究。

4. 差异性分析：在收集到问卷数据后，将使用差异

性分析来探讨资助类型与 ERG 需求理论三维度之间的关

系。通过差异性分析，将资助类型对量化因变量的贡献

程度，并检验这些关系是否显著。

5. 相关度分析：为了进一步了解自变量和因变量之

间的相关性，将进行相关度分析，通过计算相关系数，

我们将评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强度和方向。

（二）样本设计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相关国内政策及官方数据，调

查结合本研究具体情况，分别对资助工作者与受资助学

生进行调研，资助工作者设访谈提纲并参与开放式谈话，

受资助学生则使用问卷调研，题目中设置关于 ERG 需求

理论 3 个维度 9 道题目、5 个身份题目、2 个主观题目、1

个客观填空，共 20 个题目，维度选项采用李克特量表 5

级记分。

表3-1　访谈研究法资助工作者提纲

序号 访谈提纲 受访者简介

1
资助共有几类几档、金额如何、经

费占比

某老师，女，硕

士研究生，专职

辅导员，曾获优

秀资助工作者。

2 受资助学生的基本条件与择优条件

3 目前的资助政策、资助原则

4 资助申请与审批流程

5 学生反映较多的问题是

6 目前资助遇到的困难主要是

7 探讨 ERG 需求理论与资助育人关系

8 其他所需了解的问题

表3-2　受访者问卷设置提纲

题项

序号
类型或维度 数量 类型

1-5 个人信息 5 单选

6-10 资助情况 5 单选、多选

11-13 ERG 需求理论资助育人生存维度 3 李克特量表

14-16 ERG 需求理论资助育人关系维度 3 李克特量表

17-19 ERG 需求理论资助育人成长维度 3 李克特量表

20-22 资助体系现状调研 3 单选

23 客观建议题 1 填空题

四、样本分析与总结

（一）访谈资助工作者谈话总结

面访访谈调研，目前资助常见奖学金有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学校奖学金、优秀毕业生奖学金、校

企合作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新生专项困难资助与其他

补助，生源地贷款一般不超过 8000。资助约占教育经费

的 4%-6%。

资助的原则是奖学金为品学兼优、贫困认定困难、

勤俭节约，学生申请的基本条件是无违规违纪记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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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有限的前提下会考虑综测、学成绩、学生干部等综合

条件。贫困认定资助申请流程为，学生自主申请、提交

相应佐证材料到辅导员审核，审核通过后将导入表格，

根据学生的填写资料情况赋分，达到一定分值将会定困

难等级。国家奖学金要求学业和综合测评均位列前班级

10% 方可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需为学业与综测达

到班级前 50% 并为贫困认定方可申请，学校奖学金根据

综测排名选定，生源地贷款新生都可以贷款，毕业后偿

还。过程坚决公平、公正、透明，并会进行公示，确保

精准性，接收同学们的监督。

学生目前对此较多问题为，对于资助政策不够了解、

申请流程不熟悉，佐证材料准备困难，有些学生因为材

料提供不规范会被退回，导致分值会低，另外有些同学

会认为提交材料比较麻烦会因此放弃申请，奖学金方面

有压力，在学业成绩与活动之间难以均衡，由于诸多也

有投票环节，对此人际交往也是很大的问题，与同学、

老师和宿舍室友相处不融洽等。

（二）信效度检验

本次共回收问卷 229 份，有效问卷 202 份，其中 27

份问卷中为未接受资助对象。发放对象为院校大一到大

三受资助学生，问卷调查采集数据的过程中，较多地考

虑调查对象的资助影响因素，综合考虑了调查对象的年

级、生源地、户口性质等因素。本次研究使用 SPSSPRO

进行量化的数据分析。

表4-1　信度检验

Cronbach’sα

系数

标准化 Cronbach’sα

系数
项数 样本数

0.893 0.893 9 202

表 4-1Cronbach'sα 系数值用于评价收集的数据是否

真实可靠，据此排查出题不合理或答案乱作答，模型的

Cronbach’sα 系数值为 0.893，说明该问卷的信度不错。

表4-2　效度检验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值 0.876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967.611

df 36

P 0.000***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 4-2KMO 检验的结果显示，KMO 的值为 0.876，同

时，Bartlett 球形检验的结果显示，显著性 P 值为 0.000***，

水平上呈现显著性，拒绝原假设，各变量间具有相关性，

因子分析有效，程度为适合。

（三）差异性分析

Kruskal-Wallis 检验分析结论：

（1）变量题项 8，P 值为 0.000***<0.05，统计结果显

著，与资助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幅度 Cohen'sf 值

为：0.103，小程度差异。

（2）变量题项 9，P 值为 0.000***<0.05，统计结果显

著，与资助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幅度 Cohen'sf 值

为：0.129，小程度差异。

（3）变量题项 10，P 值为 0.000***<0.05，统计结果显

著，与资助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幅度 Cohen'sf 值

为：0.158，小程度差异。

（4）变量题项 11，P 值为 0.175>0.05，统计结果不显

著，与资助类型不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幅度 Cohen'sf 值

为：0.036，极小程度差异。

（5）变量题项 12，P 值为 0.453>0.05，统计结果不显

著，与资助类型不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幅度 Cohen'sf 值

为：0.034，极小程度差异。

（6）变量题项 13，P 值为 0.329>0.05，统计结果不显

著，与资助类型不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幅度 Cohen'sf 值

为：0.037，极小程度差异。

（7）变量题项 14，P 值为 0.449>0.05，统计结果不显

著，与资助类型不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幅度 Cohen'sf 值

为：0.034，极小程度差异。

（8）变量题项 15，P 值为 0.065*>0.05，统计结果不

显著，与资助类型不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幅度 Cohen'sf

值为：0.05，极小程度差异。

（9）变量题项 16，P 值为 0.394>0.05，统计结果不显

著，与资助类型不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幅度 Cohen'sf 值

为：0.033，极小程度差异。

差异化分析总结：根据定类变量 X 受资助类型与定

量变量 Y 的 ERG 需求理论三维度量表进行分析，其中

ERG 需求理论“生存”维度的 3 项量表结果存在显著差

异，与其有小程度差异，“关系”与“发展”维度的量表

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分析表明，在目前资助当中，意味

着“生存”维度上数据集中与资助类型变量之间的关系

或差异在概率上具有意义，不是偶然的出现 [8]。而“关

系”与“发展”维度还是需要加强显著性。同样的是

ERG 需求理论维度与资助的几种类型当中，存在小程度

或极小程度差异，资助类型对 ERG 需求理论维度影响不

是很大。

（四）ERG需求理论相关度分析

统计以上的相关性关系进行检验，若两者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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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则说明两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反之，则两

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的正负向以及相

关性程度。根据上述已有分析，“生存”维度与“关系”

维度整体呈现负相关、与“成长”维度整体呈现正相

关，“关系”维度与“成长”维度三个量表关系均呈现

正相关。

（五）研究数据分析总结

本次利用访谈进行定性分析，利用统计学方法对资

助育人成效进行量化分析，包括但不限于生存需求层次、

关系需求层次和成长需求层次对资助育人成效的影响情

况，目前资助政策的普及相对还不够全面，亦有部分学

生碍于准备申请材料而放弃，无论是奖学金、助学金对

于其对象精准度也有一定困难，因只能看到申请表内容，

无法了解学生实际情况，结合日前舆论，可见精准资助

是一大难题。

经问卷数据清洗、分析过后，探究资助与 ERG 需

求理论的关系，其中包括差异性、相关性，学生受的资

助类型与 ERG 需求理论的“生存”维度具有显著性，即

代表着目前资助是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的需求，但“关

系”与“发展”维度目前还需要加强其作用。基于上述

的差异性分析，在确定“生存”显著性的前提下，探究

“生存”与“发展”、“成长”的相关度分析，早“生存”

维度的基础下，“发展”维度是正相关的，也就是正向

的，促进着“成长”维度发展，但“关系”维度是负相

关的，表明目前资助对“关系”维度的影响不大。

总的来说，目前资助体系逐步在完善，育人效果有

了一定的成效，能够满足学生的底层次需求，但对于更

深入层次的需求也略见成效但需更加系统全面的加强。

五、 高职院校资助育人的ERG需求理论实践路径

图5-1　资助类型与ERG需求理论关系理论框架

（一）“个性化”生存需求层次下的资助实践路径

生存需求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包括食物、环境条

表4-5　相关系数结果

题项 8 题项 9 题项 10 题项 11 题项 12 题项 13 题项 14 题项 15 题项 16

题项 8 1（0.000***）
-0.393

（0.000***）

-0.03

（0.651）

0.073

（0.251）

0.07

（0.268）

0.093

（0.142）

0.06

（0.331）

0.039

（0.532）

0.001

（0.989）

题项 9
-0.393

（0.000***）

1

（0.000***）

-0.178

（0.004***）

-0.075

（0.204）

-0.057

（0.331）

-0.103

（0.080*）

-0.039

（0.499）

-0.024

（0.681）

-0.014

（0.804）

题项 10
-0.03

（0.651）

-0.178

（0.004***）
1（0.000***）

-0.042

（0.500）

-0.049

（0.436）

-0.003

（0.966）

-0.032

（0.610）

0.02

（0.750）

0.029

（0.637）

题项 11
0.073

（0.251）

-0.075

（0.204）

-0.042

（0.500）
1（0.000***）

0.52

（0.000***）

0.548

（0.000***）

0.383

（0.000***）

0.404

（0.000***）

0.291

（0.000***）

题项 12
0.07

（0.268）

-0.057

（0.331）

-0.049

（0.436）

0.52

（0.000***）
1（0.000***）

0.547

（0.000***）

0.462

（0.000***）

0.499

（0.000***）

0.387

（0.000***）

题项 13
0.093

（0.142）

-0.103

（0.080*）

-0.003

（0.966）

0.548

（0.000***）

0.547

（0.000***）
1（0.000***）

0.486

（0.000***）

0.445

（0.000***）

0.455

（0.000***）

题项 14
0.06

（0.331）

-0.039

（0.499）

-0.032

（0.610）

0.383

（0.000***）

0.462

（0.000***）

0.486

（0.000***）
1（0.000***）

0.612

（0.000***）

0.536

（0.000***）

题项 15
0.039

（0.532）

-0.024

（0.681）

0.02

（0.750）

0.404

（0.000***）

0.499

（0.000***）

0.445

（0.000***）

0.612

（0.000***）
1（0.000***）

0.627

（0.000***）

题项 16
0.001

（0.989）

-0.014

（0.804）

0.029

（0.637）

0.291

（0.000***）

0.387

（0.000***）

0.455

（0.000***）

0.536

（0.000***）

0.627

（0.000***）
1（0.000***）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题项8-10为“生存”维度、11-13位“关系”维度、

14-16为“成长”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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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有效措施

件等方面的需求。在高职院校资助育人中，资助基本能

够满足了同学们的生存需求。同时，每个人的木板或者

困难情况不一样，面对不同的背景，或是原生家庭、人

际关系、个人追求等，对此进行不同的辅助教育“对症

下药”，对于个人耳通过开展健康教育、心理辅导等活

动，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和管理自身的生理需求，提高

生活质量。覆盖面上要设置客观条件、消费情况等给予

事实无经济来源的困难群体，尽量资助都每一个人，这

些资助策略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生理需求满足度，为其

个性化健长打下基础。

（二）“点-线-面”关系需求层次下的资助实践路径

关系需求是指人们对社会交往、归属感和友谊的需

求。在高职院校资助育人中，贫困生常常比较敏感自卑，

难以融入集体生活 [9]，身边人可能也有滤镜，正如分析

结果一样，生存需求常常会阻碍“关系”的发展。实质

应通过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同学间交流合作机制，提

高学生的关系需求满足度，可以建立心理咨询和辅导机

制，帮助学生解决人际关系问题，增强归属感和自尊心。

这些资助策略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关系需求满足度，促

进其积极向上的人际交往和发展，建立点 - 线 - 面关系

网，从个人教育到宿舍关系再到班级集体，促进团结的

和谐关系。

（三）“专项发展”成长需求层次下的资助实践路径

成长需求是指人们对个人成长、学习发展的需求。

在高职院校资助育人中，可以通过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

搭建良好的学习环境、开展职业规划指导等方式，满足

学生的成长需求。同时，可以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创新

实践活动，提供实习机会和项目资助，培养其实践能力

和创新精神。此外，可以建立学业辅导和个性发展指导

机制，帮助学生规划学业个人发展，解决学习和职业困

惑。设立文体、创新创业、学业、社会公益等专项奖学

金，有利于激励同学们的个性发展，在一方面上纵深发

展，这些资助策略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成长需求满足度，

促进其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需求。

（四）“三位一体”ERG需求融合层次下的资助实践

路径

根据上述调查研究得出的理论框架：生存需求与成

长需求为正相关、与关系需求为负相关，关系需求与成

长需求为正相关。即生存与关系均可促进成长，但生存

需求抑制关系需求发展，主要体现在受的资助越多，被

歧视或嫉妒的可能性越高，目前普遍存在问题在于对资

助对象不精准，综合评价不全面等，发展需求是育人的

重要阶段目标，个性化资助主要面向受资助者，关系网

主要面向受资助者的环境系统，专项发展激励全体学生，

将个性化资助、关系网资助、专项资助发展形成一个持

续循环的生存、关系、成长“三位一体”资助发展体系，

融合最终形成三位一体的资助体系，如图 5-2：

图5-2　生存、关系、成长融合的资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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