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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立德树人任务下精准资助育人路径探析 

——以湖南文理学院为例 

 
张一弛 

 

(湖南文理学院学生工作部，湖南常德，415000) 

 

[摘要]  “十三五”时期我国学生资助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建立“精准资助”工作机制为抓手，紧紧围绕“立德

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文章分析了精准资助育人的内涵以及与立德树人的关系，阐述了立德树人任务下高校精准

资助育人是学生成长成才、解决当前资助工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通过受助对象的精准认定、受助

需求的精准把握、资助资源的精准配置，实现立德树人任务下的“精准资助”；通过抓好“四个教育”、注重人文

关怀、打造育人新平台，实现立德树人任务下的“精准育人”。此外，还需理论建设、队伍建设、管理平台建设、

效果评估等措施为其提供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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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

心环节”；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

时讲到，“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

工作的根本标准”。 

自 2007 年新资助政策实施以来，经过十余年

的努力，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会捐赠、学生自

助“四位一体”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已基本构建健

全与完善。高校学生资助覆盖面逐步扩大，资助形

式多种多样，资助额度不断提高，为推动脱贫攻坚

做出了突出贡献。“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也是

我国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胜阶段，我国学生资助工

作的总体思路是：以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全覆盖”为目标，以建立“精准资助”工作机制为

抓手，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不断

创新资助育人途径和方式，努力开创学生资助工作

新局面。 

湖南文理学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中

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和习近平总书

记“扶贫先扶智”思想，扎实推进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育人工作。自 2016 年开始，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精准帮扶”工作，形成了一名困难学生、一

名领导负责、一个班子开展工作、一套帮扶方案、

一抓到底的“五个一”工作方针。积极探索在“立

德树人”任务下学生资助工作如何由“大水漫灌”

转变为“精准滴灌”，育人工作如何从“单纯扶智”

转向为“综合扶智”，取得了一定实效。 

一、精准资助育人的内涵及与立德树人的关系 

(一) 精准资助育人的内涵 

高校作为“精准扶贫”战略征程中的重要阵地，

起着领跑的身份作用。在政策的指引下，需转变资

助育人工作的方式方法，摒弃“粗放资助育人”，

实现“精准资助育人”，如何真正将“立德树人”

落到实处，是新时期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亟待思考与

解决的问题[1]。“精准资助育人”是指针对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实际情况，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确保

受助对象的精准认定、受助需求的精准把握、资助

资源的精准配置，同时增强育人的精准实效，并通

过理论建设、队伍建设、管理平台建设、效果评估

等路径确保建立长效机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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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准资助育人与立德树人的关系 

“立德”，即树立德业，“树人”，即培养人才。

“立德树人”作为党的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精准资

助育人的基础与目标，“立德树人”下的精准资助

育人，即把资助工作的重点聚焦到学生成长与发展

的方向上来，坚持以人为本，在有限资助资源的前

提下，针对受助学生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导向进行合

理资源配置，提供个性化的资助与育人服务。整个

过程中，受助学生不再处于被动接受资助的地位，

赋予了其主体性以及道德的浸润与精神的激励，从

而实现了受助学生的知行合一，促进了德育的   

发展。 

二、立德树人任务下高校精准资助育人的意义 

(一) 是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的基

本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

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占大学生人数总数五

分之一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已成为影响高等教育

领域公平与质量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他们面对着

巨大的经济、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

他们面临的是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精准资助育

人，针对不同情况、不同类型的经济困难生，通过

给予有效的精准帮扶，改善其在校时的学习、生活

条件及思想、心理条件，将有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

道德品质，从而健康成长成才。对于全面实施科教

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 是解决当前资助育人工作问题的迫切需要 

新资助政策实施以来，资助育人工作成效显

著，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困难学生的认定、

需求的把握缺乏精准性；资助资源的配置缺乏有效

性，无偿“输血型”资助多，有偿“造血型”资助

少；育人教育形式化明显，“心理贫困”现象凸显。

因此，立德树人任务下开展精准资助育人工作，精

准认定受助对象，根据受助对象的需求进行针对性

的资助与育人，优化了资助资源，提高了资源的配

置效率，提升了资助工作、育人工作的效率效果。 

(三)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以增进人民的福祉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的。高校的资助育人工作不同于社会

的普通救助，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背后都是

一个亟待脱贫的家庭，而学生的成长成才又与整个

家庭的脱贫致富有着最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立

德树人任务下的精准资助育人工作直接关系到广

大贫困家庭的民生福祉，能够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

相传，切实帮助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三、立德树人任务下高校精准资助育人的实现

路径 

(一) 立德树人任务下的精准资助 

1. 前提条件：受助对象的精准认定 

(1) 信息来源的真实性。 

目前，各高校主要以学生本人提供的家庭经济

信息作为认定的最基本依据，信息的真实性有待考

量。实践表明，尽可能地实地走访、电话访谈困难

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是最直接、最可靠的确保信

息真实性的方式。近年来，湖南文理学院资助中心

工作人员，抓住每年暑期“三下乡”的时机，对国

家资助政策进行普及宣传的同时，还对所在区域内

的经济困难学生家庭进行逐一走访，了解信息。而

对于无法实地走访的学生家庭，则必须通过电话访

谈的形式，核实情况。从信息源头上保证“精准资

助”的可持续性开展。 

(2) 信息加工的科学性。 

信息加工的科学性是“精准认定”的关键，破

解问题重在建立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的量化测

评模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从家庭经济困难

的各类信息中甄选出核心认定指标；二是赋予指标

权重，量化指标标准。首先，要依靠大数据技术，

对全校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信息进行整合与

分析，结合国家的政策、专家的研究、学校的实际，

从大量信息中提取并形成核心认定指标[3]。湖南文

理学院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从生源地基本情况、

家庭经济基本情况、学生自身情况、老师和同学评

价情况、相关政策性情况等多个维度识别受助对

象。其次，在确定核心认定指标后，还需科学赋予

不同指标以应有的权重，力求识别更精准、更客观、

更科学。湖南文理学院设计了各类加分、减分项目，

通过对量化指标赋值，最终形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量化打分表，不仅可作为受助对象识别的依据，还

为困难等级程度的认定提供了参考。 

2. 核心基础：受助需求的精准把握 

“精准资助”的根本是合理、有效解决资助资

源的“供需矛盾”，“需”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要

精准把握资助对象的资助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

层次理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各种需求都可划分

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

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4]。湖南文理学院在对受

助对象进行走访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学生的

家庭经济现状、学杂费用标准、基本学习生活成本、

长远发展目标等因素，研究构建了受助对象需求层

次的基本模型，摸清了其多样化的资助需求。 

3. 关键所在：资助资源的精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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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为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在摸准受助学

生的需求特点与层次基础上，采用最合适恰当的形

式进行资助，使资助资源的运用恰到好处。将“统

一规划”与“个性定制”相结合。湖南文理学院把

“奖、贷、勤、助、补、免”等资助项目进行了统

一规划，做到日常与临时相结合、大额与小额相结

合、无偿与有偿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的资助方案，

引导学生合理统筹与选择。此外，还根据资助对象

的多样化需求提供个性化资助，按“需”定“供”。

“个性定制”让每个学生都能获得自身所需的资

助，例如，学习成绩优秀的寒门学子，可通过“助

教”“助研”等方式进行资助；有志于创新创业的

寒门学子，可通过创业资金、技术、设备等进行帮

扶，增强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将“救济性资助”

与“发展性资助”相结合。除了保底的“救济性资

助”之外，湖南文理学院增加勤工助学的岗位与工

资，勤工助学是最具有“造血性”功能的资助，能

锻炼学生的自我解困能力，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

学生，还施行“一岗双薪”资助。 

(二) 立德树人任务下的精准育人 

1. 抓好“四个教育” 

以精神扶志为指引，培育学生诚信、感恩、励

志、社会责任感之品质。育人工作易流于形式，千

篇一律，难以真正发挥育人功效。为避免模式陷入

僵化的困境，2015 年，湖南文理学院与中国人民银

行常德市中心支行联合成立了湖南省首家“诚信文

化教育基地”，银校联动，以基地建设为平台，着

重开展了“诚实守信”“感恩回报”“励志自强”“履

职尽责”等教育。培育诚信品格，通过中国人民银

行,在学生中普及征信知识，强化学生诚信意识，让

每位贷款学生充分认识到违约带来的严重后果；培

养感恩意识，通过“感恩父母”“感恩母校”“感恩

国家”等系列教育活动，使大学生在思想、行为上

经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洗礼，更加懂得如何回

报国家、回报社会、回报母校；培育励志精神，借

助“感动校园 —— 十大风云学子”评选活动，挖掘

受资助的优秀学生典型，“多渠道、全方位、多层

次”开展典型教育，用学生身边的真实事例引导学

生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精神

动力。 

2. 注重人文关怀 

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多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卑、敏感、孤僻、抑郁等负面

情绪，出现“心理贫困”现象。湖南文理学院建立

了相应的帮扶机制，积极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

加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讲座、活动，为心理问题学

生提供针对性心理援助；根据每一位受助学生的专

业特点、兴趣特长，帮助其做好学业、职业生涯规

划，找准自身定位、明确职业目标、树立正确的就

业观，同时，增强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与驾驭能力。 

3. 打造育人新平台 

为确保立德树人任务下育人的精准实效，湖南

文理学院根据时代特点与大学生成长规律，打造了

育人的新平台。自 2016 级新生入学开始，强力实

施了“八学期 八主题”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工程

项目，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每一个学期都有一

个固定主题，例如“第一学期大学认知”“第二学

期身心发展”“第三学期价值引领”“第四学期责任

担当”“第五学期艺术鉴赏”“第六学期双创培育”

“第七学期职业定位”“第八学期融合发展”。在每

一个主题下都会开展大量的教育活动，例如开展了

新生迎新晚会、公寓文化节、校园知识竞赛、大学

生学业生涯规划大赛等有影响力的活动，如同给受

助学生提供了一个育人“超市”，受助学生可根据

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参与活动，提升了学生的综

合素质，实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立德树人任务下高校精准资助育人的基本

保障 

(一) 理论建设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高校立德树人任务下的精

准资助育人需建立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理论体

系。传统“粗放资助育人”的理论建设难以指导“精

准资助育人”工作的开展，需要强化理论研究，在

深刻把握“精准资助育人”工作规律的基础上，力

求决策正确、措施到位、立德树人实效明显。 

(二) 队伍建设 

首先，要建立健全稳定的学生资助工作机构，

为“精准资助帮扶”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财力、

物力等基础保障。其次，要配备数量充足、结构合

理的专业化工作人员，大力加强大数据环境下人才

的培养力度，为进行“精准资助育人”提供智力支

持与人才保障。 

(三) 管理平台建设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学生资助管理建设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需运用技术手段，创建集学生基本

信息、资助、贷款、奖助学金、勤工助学等于一体

的资助管理平台。优化资助管理平台的智能分析，

建立数据库异常信息核查及通报制，对学生及其家

庭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实现受助对象适时动态进

出，为施行“精准资助育人”奠定平台基础。 

(四) 效果评估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与“精准

育人”两个方面是否达到了“立德树人效能”，还

需建立评估体系。湖南文理学院在家庭经济困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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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精准帮扶”工作考评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精

准帮扶”工作的成效与不足，保障资助工作的可持

续发展，增进育人工作学生的可获得感。 

五、结语 

“精准资助育人”理念是对“精准扶贫”提法

的借用，在立德树人大背景下开展“精准资助育

人”，是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需

要，是解决当前资助育人工作问题的迫切需要，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通过受助对象的精

准认定、受助需求的精准把握、资助资源的精准配

置，实现立德树人任务下的“精准资助”；通过抓

好诚信、感恩、励志、社会责任感教育，注重人文

关怀，打造育人新平台，实现立德树人任务下的“精

准育人”。此外，还需理论建设、队伍建设、管理

平台建设、效果评估等措施为其提供基本保障，最

终实现“精准资助育人”的目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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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general idea of student-subsidizing work in China proposed 

establishing the “precise financial aid” mechanism and revolving closely around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s and nurturing students'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precise financial aid 

for edu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cise financial aid for education and fostering virtues and nurturing 

students'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and expounds that precise financial aid f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is task is the need for students to grow into talen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urrent financial aid, and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rough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recipients, accurate grasp of recipients' needs, 

and accurate allocation of funding resources, “precise funding” under the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s and nurturing 

students'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is to be realized. By focusing on the “four educations”, paying attention to 

humanistic care, and building a new platform for educating people, we can achieve the “precise education” under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In addi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eam building, management platform 

establishment, effect evaluation and other basic guarantees are also needed. 

Key Words: fostering virtues and nurturing students’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college students; precision funding; 

accurate education 

 [编辑：何彩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