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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视角下贫困大学毕业生

资助工作的实现路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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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 应用数学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问题视角”下的贫困大学毕业生资助工作着重于对贫困生进行经济救助与补贴。新时期要真正贯彻资助
理念与目标，帮助贫困大学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走向社会，完成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必须实现由“问题视角”向“优

势视角”的资助理念转变，以及由“经济援助”向“就业帮扶”的过渡与转换。引入新的“优势视角”，提出新视角下实现

贫困大学毕业生资助目标的路径：即通过培养并增强受助人的抗逆力，构建就业支持体系，发挥其自身优势和资源，从而

实现从资助依赖到助人自助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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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大学毕业生是高校特殊的学生群体，与非贫困毕业生相比，他们面临就业经济的双重压力。随

着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入，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复杂严峻。统计数

据显示，２０１５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７４６万，比去年毕业人数增长将近２０万。在这７００多万的求职大
军里，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困难显得尤为突出。在传统的资助工作思维中，做好经济援助是基本且主要

的，对贫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与就业帮扶关注较少。因此，本文拟从优势视角出发，由关注“问题”

转向发掘贫困大学毕业生的“个人优势与潜能”，发掘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与机会，培养并提高受助者

的抗逆力，充分发挥每一位贫困大学毕业生的能力，从而实现高校资助工作由“经济资助”向“就业帮

扶”的转变，从而实现资助工作的最高目标———“助人自助”。

１　研究背景：“问题视角”下的贫困大学毕业生资助工作现状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以及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学生人数连年递增，与此形成正比的，

是贫困大学生人数的增多。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截止到２００９年底，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总人数
２２８５．１５万，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５２７万，占在校生总人数的２３．０６％；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人数１６６．１万，占全部在校生人数的７．２７％。”［１］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宣布，今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再增长１０％以上”。这意味着贫困人数将达到一个更
高的比例。

长期以来，人们坚持“问题视角”，将贫困大学毕业生视为“弱势群体”，对他们的帮助更多的是在经

济上。各种奖助学金纷至沓来，过于强调了其弱势性。现有的资助体系，容易让贫困生形成经济依赖，

从而弱化或失去自我脱贫的动力与能力。近几年，虽然很多学者和高校工作者都关注到贫困生就业困

难的问题，但视角多停留在“问题”层面，过于突出贫困生的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忽视或者没有发掘其

自身潜在的独特优势，忽视培养贫困大学毕业生的抗逆力，以致未能充分发挥其自我潜能，形成经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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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依赖的同时，失去自我提高就业能力、培养就业困境抗逆力的途径。从“问题视角”研究和解决高校

贫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与就业帮助需求，既不能真正解决困难，也不利于毕业生的成长与自我认

知，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助困脱贫。

首先，“问题视角”更多的着重于贫困生的困难与问题，忽视了发掘贫困生自身的资源与抗逆力，容

易导致认知的偏差，忽视了贫困生的尊严与价值，轻视了贫困生就业能力与资源的自我认知。“优势视

角”转变了将贫困大学生定位为“弱势群体”的传统视角，鼓励贫困生充分发掘自身的优势改变困境，改

变人生的境遇，维护并重塑了贫困生的尊严与价值。

其次，“问题视角”下的贫困大学毕业生资助工作更多的是经济支持和生活补助，没有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不利于贫困大学生真正脱贫自立。

最后，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和谐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明确提出应倡导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问题视角”下的资助体系没有把受

助者放在一个公平或者平等的地位，更多的强调了其弱势地位或者弱势环境。如果不能提高贫困生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提高贫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就不能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和谐社会秩序。

因此，必须引入新的观察视角，重新思考针对贫困大学毕业生的资助工作实现路径。

２　优势视角下高校贫困大学毕业生就业帮扶资助路径的理论依据
“优势视角”最先由美国学者ＤｅｎｎｉｓＳａｌｅｅｂｅｙ在《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一书中。目前

在社会工作、心理辅导、生涯规划等研究领域得到了推广和应用。优势模式对人有两项基本假定：“一

是有能力生活的人必然有能力使用与发展自己的潜能，并且可以取得资源；二是人类行为大多取决于个

人所拥有的资源。资源涵括个人自身和环境资源。”［２］“优势视角”的核心概念是发掘案主或受助人自

身是优势、信念与资源，激发案主自身的抗逆力，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处境或环境，从而提升自我、

帮助自我发展。因此，“优势视角”是对传统“问题视角”的超越与重构，是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是实现路

径的一种新选择。“优势视角”从积极的视角重新认识定位贫困大学毕业生群体，是高校资助工作研究

的新视角，是提升贫困生就业能力、增强社会适应性、提升幸福感和成就感的理论依据。

首先，“优势视角”体现了施助方和受助方的平等与和谐，强调了双方的互相尊重、共同发现、共同

成长的理念；其次，“优势视角”更加注重贫困生在就业过程中的优势和资源，强调其有能力能够通过努

力实现理想和目标，完成人生的重大转折；最后，“优势视角”能够帮助学生重塑信心，有效缓解贫困生

在就业过程中普遍遇到的压力与挫折，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增强贫困生在面对就业困境时的抗

逆力。

３　优势视角下的就业帮扶：高校贫困大学毕业生资助工作的实现新路径
我国贫困大学毕业生人数多，就业压力大，就业能力偏低，就业困境严重。要实现对贫困毕业生的

资助由经济援助向助人自助、顺利就业，必须要转换视角，从“问题视角”向“优势视角”转换，从发掘和

培养受助人的抗逆力和就业能力出发，变传统的经济援助为全方位的就业帮扶，发掘受助人的优势和特

长，培养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实现对高校贫困生学业与就业的资助目标顺利转换［３］。

３．１　“优势视角”的核心动力的打造：理想信念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情地说：“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这是长

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贫困大学

毕业生虽然面临很多来自家庭、生活、心理等方面的困难与问题，同时身陷就业难的求职大军中，处于人

生的短暂困境。但与之相对应的不应是消极、颓废、自卑与彷徨，更应以高远的理念信念支撑自己，在逆

境中看到希望，在逆境中发现方向，在逆境中开辟前进的道路，这些都需要高校工作者用“优势视角”加

以引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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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着眼心理建设，培养并提高贫困大学毕业生的抗逆力
抗逆力不仅是一种状态或特征，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过程，是人面对挫折、逆境时调整自身

状态、积极面对并对抗逆境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即是抗逆力的体现，也是抗逆力提升的过程。“人感

觉不顺利的倒霉事接踵而来可能是自己跟环境的不良互动造成的，而持续的幸福和对生活的良好适应

则是自己跟环境不断进行良性互动的结果。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抗逆力更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

一种品质。”［４］因此，有抗逆力的人不能仅仅被界定为是具有一种称为“抗逆力”特征的人，而是通过抗

逆力的过程不断克服困难的人。

从表现形式上看，抗逆力具有两面性即正向抗逆力和负向抗逆力。“问题视角”下的抗逆力更多关

注的是问题，如贫穷、失业、求职碰壁。而“优势视角”更多的是关注如何发现、培养、运用抗逆力即自身

的优势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优势视角的实践要求人们把不幸事件看作是生命中的转折点，接受挑战并

抓住机遇，实现个人跨越式的发展。

因此，应在“优势视角”下对贫困毕业生进行抗逆力培养与心理建设。高校老师应运用“优势视

角”，通过谈话、分享、互动、测验等帮助贫困生发现自身的优势和资源，例如自强不息的精神、抗挫折的

勇气等。已有研究证实，贫困生在创造力、爱学习、真诚、自制、谦虚等几项积极心理品质上得分显著高

于全国大学生［５］。通过分析自身的优势和资源，提升面对就业困境的抗逆力，提升在就业压力下的自

我调整能力，将逆境变为成长中的宝贵财富，接受这个挑战，实现个人心理的突破和人生的成长。

３．３　逆境下的就业能力建设
“优势视角”的核心理念是寻找并增强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发掘每个人的优势，无论是出于顺境

还是逆境，特殊的环境赋予特殊的性格和能力。“优势视角”就是要求施助者或者说引导者要帮助案主

或者受助者发现自己特殊环境下培养出的能力与特长，并将这些能力与特长与就业或者说经济独立有

机结合起来，从而增强就业道路上成功的砝码。

３．４　优势资源的发现与整合
高校应在“优势视角”下，帮助贫困生或者受助者多视角多途径发掘周边的资源，比如来自学校、朋

友、同学或者是家庭的有效资源，将这些资源进行整合梳理，同时与自身优势与特点相结合，从而形成自

己独特的优势和闪光点，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开辟独特的就业思路和渠道，从而顺利实现就业。

３．５　社会环境的支持与配合
“优势视角”的理念主要包含个人优势、理想信念、环境资源三个方面，优势视角认为在个体遭遇逆

境时，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不幸，但是即便是在逆境下，周围环境中充满着资源，环境在增加了人产生各种

问题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提供各种保护性因素。因此，对贫困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注，不应仅限于

发掘个人的优点、特长，更应寻求整个社会环境的支持点和支撑点。比如政府对贫困大学生创业、就业

的扶持政策；对女大学生的关心帮扶政策等，均属于可以发掘利用的优势资源。将之与自身资源相结

合，会形成贫困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独特优势，是解决贫困大学生就业难题的社会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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