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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充分学习新时代背景下“资助育人”工作理念，切实加强

自立自强教育 
◆宋  参  叶宇晶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0） 

 
摘要：从物质资助向资助育人的转换，是新时代社会背景下高校资助工

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主要矛盾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高校资助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资助，不能仅仅

只解决学生的生活困难，更需要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学生能够在离

开学校后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家庭的经济困境。“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在以往的资助工作中，物质资助为主，是“授人以鱼”，新时

代背景下，资助育人，更加强调资助的育人作用，强调资助工作对学生

个人的提升作用，则是“授人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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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与“育人”两个词的结合，不是对高校资助工作的
限制，而是对高校资助工作的一种拓展。2017 年底，教育部发
布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里规划了“十
大育人”体系，《实施纲要》指出，坚持把破解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目标指向，着力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
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十大育人”体系即包含了全面推进资助
育人，将资助育人工作提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 

无论是“资助”工作，还是“育人”工作，都是基层工作人
员的工作重心，但是分属于“教育、服务、管理”三大职能中的
不同职能。在以往的工作中，资助是一个事务性较强的工作，在
进行资助工作时，侧重于服务，以精准作为资助工作的核心，做
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精准，资助项目分配精准，资金发放精
准。通过精准的资助政策，已经精细的资助工作方式，将资助工
作做精，做细，做实。使得资助金中的每一分都能够资助到最需
要的人，使得每一个需要得到资助的学生，能够获得最为合理，
最为合适的资助。而育人工作，在往常的工作中则属于教育性的
工作，侧重于教育，属于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与
感化，育人工作是全方位的，是贯穿于整个学生的教育、管理、
服务工作中的。然而资助育人，在原有的工作中，常常会觉得有
一定的困难或阻碍。如何将物质资助，逐步转化为资助育人，是
资助基层工作人员需要考虑并逐步完善自身工作的重要任务之
一。 

在日常的基层资助工作过程中，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
我校的资助体系发展的越来越完善，有偿性和无偿性的资助政策
均较为充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寻求资助的过程中，也渐渐的
从有什么资助申请什么资助，慢慢的个别学生产生了挑选心理，
即只选择无偿性资助，产生了“等、靠”的心理，不再想通过自
身的努力解决家庭经济的困难，而是等着国家政策或学校政策的
资助，或对资助产生了依赖心理。这个是资助工作者们所非常不
愿意看到的现象，也是新时代下资助工作逐步完善过程中，一些
投机分子产生的不良思想。 

自立自强教育是资助育人的基础，培育学生自立自强精神，
方能使学生走的更远。因此，高校资助基层工作人员，应当加强
学生自立自强教育，引导学生先自助，推进先自助后资助的资助
工作理念。 

1.先自助后资助，有偿资助与无偿资助结合，合理配置，正
确引导。例如：积极动员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有偿资助）解
决学生学费困难后，仍然有困难时，帮助学生申请国家助学金（无
偿资助）。同时，正确引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参与勤工助学，

为学生推荐与其专业相匹配的校内勤工助学岗位，鼓励学生通过
自己的努力获得劳动所得，并在勤工助学过程中得到能力的提
升。 

2.创造平台，树立榜样，激励学生自立自强，不断进取。了
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动态，鼓励他们以学习成绩优异为荣、
以能力强大为荣、以活动积极为荣，不因经济困难而退缩，而放
弃向上的动力。举办以“自立自强”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征文比
赛，一方面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一方面宣传自
立自强精神，国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进取。组织优秀的自立
自强代表做宣讲，利用朋辈教育，让学生从身边人的事例上切实
体会到自立自强精神的魅力，激励学生向他们学习，不断奋斗。 

“资助育人”实际上是新时代的需要，是学生的需要，也是
对资助基层工作人员工作的要求。希望通过努力，学生能够在大
学里收获到更多，成长的更快。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共产
主义建设者，祖国未来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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