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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资助

育人工作的实践探索 ①

刘云峰，傅早霞，蒋利平
（湖南科技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资助育人工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立德树人全过程的一个重要途经。

通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资助育人工作运行机制的平等公正建设，推进心理脱贫与经济脱贫有机结合，推进资助

帮扶与励志强能有机结合三个方面的实践探索，提升了高校资助工作育人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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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到高校立德树人全过程中。关心帮助高校大学生中近３０％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是高校育人
工作的重心之一，而当前资助育人工作仍然存在资助与育人不均衡的局面，物质资助上取得了较好的成

果，但资助育人还没形成科学的体系，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开展实践

探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资助育人工作运行机制的平等公正建设
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内核，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

层面的价值取向，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而资助育人工作是“以对学生

的经济资助为途径，通过对学生思想、心理、自身能力等方面的指导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育人的

目标。”［１］资助育人工作本身应当体现社会公正和教育公平，因此，资助育人工作应该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指导，不断改进资助政策体系，加强资助育人工作运行机制的平等公正建设。

一是在高校资助工作政策制定过程中要考虑是否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公正价值取

向。一般高校在研究制定资助政策过程中，要一改从上向下的推行和政策研究制定方式，注重贫困学生

主体的需要，开展贫困学生的需要调查，让贫困学生成为学校制定资助政策的主要影响者和建议者，充

分考虑受资助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受资助评价体系的公平维度［２］。高校资助工作政策制定还可以让全

体学生参与讨论和决策。把学生作为资助政策制定主体，高校资助工作的主要管理者和决策层所要发

挥的作用是让代表贫困生以及全体大学生的意愿的资助政策构建在一个科学的管理体系当中，确保资

助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正常运行。

二是辅导员应自觉成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公正价值取向的资助育人政策落实者。

在高校资助工作中，作为资助育人政策落实者，辅导员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自觉改变辅

导员角色职能中 “以管理工作为主，忽视服务和教育工作”的现象，辅导员在落实国家资助政策时要自

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公正价值取向，让家庭经济贫困学生在受资助过程中体会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精神，尤其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过程中，以及国家奖助学金评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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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充分体现平等、公正，一方面要增加整个资助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监督；另一方面，辅导员要多

角度关心经济困难学生，如除辅导员主动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状况外，还应通过班级同学和同

寝室同学、班主任、蹲点学生党员干部、学长代表助班等，多维度从不同角度全面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学习生活情况，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感受到多层次的人文关怀，也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感受到自己成

长在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并能感受到辅导员老师代表公平正义，建立亦师亦友的良好师生关系，从

而在资助政策落实过程实现资助与育人的有机结合。

２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心理脱贫与经济脱贫有机结合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从小的成长环境对他们或多或少产生负面的影响，如许多有留守儿童成长经历

的学生通常自卑内向，怕与人交流或者是不知道怎么与人交流，严重的甚至会对社会产生片面的认识和

看法。放大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感受，忽视社会本有的人文关怀，有的个体还产生仇富心理。笔者从所

带的１５级新生成长报告中就发现有过留守经历的学生直言成长过程中一直处在寄人篱下的阴影之中。
通过研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成长环境对学生个体人格特征与性格形成的影响，以及人生观的现

状，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存在的各种不利于健康成长的各种心理问题，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使资助育人工作不仅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平等公正的良好环境下受到经济

上的资助，而且同时获得精神粮食，如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民个人层面价值准则培养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做一个有爱国之心、敬重学业、诚信友善的当代大学生，通过特色辅导成长室的建设，引导家庭

经济困贫学生把自己的成长与实现“中国梦”结合起来；同时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开展专项个

体成长心理辅导与团体朋辈辅导相结合，还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即价值目标、价值取

向、价值准则融入到心理团体辅导的活动策划和活动设计中等等，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可以实现贫困

学生在心理成长辅导过程中脱去自卑，改变成长中扭曲的价值观认识，走出封闭，接纳他人，重新帮助塑

造阳光、开朗的性格，培养上向、进取的人生态度，学会全面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帮助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把心理脱贫与经济脱贫有机结合起来，体现资助育人工作的人文关怀。

３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资助帮扶与励志强能有机结合
有研究者指出，一部分贫困学生在受到国家、社会各层面的物质帮扶过程中，由于现有的资助形式

单一性和无偿性，几乎可以视为是以济经贫困为前提的不劳而获，长期接受这样的资助，学生会滋生依

赖心理与懒惰情绪，产生理所当然的“等、靠、要”思想，学生对物质资助的依赖情绪日益滋长，自助成才

意识薄弱［３］，高校资助工作开展的各种经济帮扶，不应成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过程中长助惰性的

温床，而应成为培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摇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创新育人平台，可实现资助

帮扶与励志强能有机结合。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可引导受资助学生树立高远的人生目标，培养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激励经济贫困学生认清当前

的学习任务，注重个人学习能力和求知动力的提升培养，而且注重对经济困难学生诚信做人、学会感恩

的人性真善美熏陶以及友善待人待事的为人处理、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在资助工作中，依托国家及学

校共同构建的“奖、贷、助、补、减”资助体系，开展一些实践教育活动，如湖南科技大学受资助贫困学生

定期参加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并开展“青春之歌”“芳菲之歌”“理想之歌”优秀

学子报告会，在调查中发现，该系列活动是帮助贫困学生树立理想信念的重要影响渠道［４］。各学院每

年开展优秀毕业生对贫困学弟学妹捐赠活动，并开办优秀毕业学子报告会，让学院贫困学生感受到学姐

学长的关爱，分享了他们成长的成功经验，激发贫困学子励志成才的雄心，并通过“爱心寄语墙”“你的

心愿我来实现”“图书心连心”等活动增强贫困学生的人际交往技能，通过“诚信借款”“爱心伞”搭建贫

困学生诚信做人的实践平台，还建立“爱心基金”等形式的灵活资助及贫困学生的精神家园———爱心网

站，构建贫困学生温暖健康成长的良好外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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