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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普通高中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①

刘　阳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普通高中贫困生资助，地方各级政府也相应出台了各项资助措施，但这只能解决他
们在经济上的困难。他们在物质消费、价值追求、心理表现、学业态度上的各种矛盾日渐突出。基于此，笔者以帮扶普通

高中贫困生问题为研究目标，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探讨普通高中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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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教育是民族振兴和
社会进步的基石，高中教育处于义务教育与大学教育的

中间阶段，是联结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纽带，其桥梁作

用非常重要。贫困生已成为高中学生中不容忽视的特殊

群体，贫困生表现出的种种特殊心理状态以及由此引发

的各种问题，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或者是教育问题，而是

已经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为原本就十分

艰难的学校思政教育工作增加了新的课题。因此，准确

把握贫困生的思想特点，着力于精神扶助和心理疏导，帮

助贫困生塑造健全人格，是有效保障贫困家庭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实现教育平等和为大学输送优秀学生的重要

措施。

１　普通高中贫困生的思想问题
１．１　物质消费上物质需求与经济困难的矛盾

在生活消费上，有着日常基础消费的需求和与人相

处日常社交的需求，高中贫困生有着健康成长的需求。

但是因为家庭收入不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物质相对匮

乏，甚至连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在学业支出方面，也

无法满足购买课外书籍、参加学习班和加入学习团体的

需求。贫困生的这些基本的经济需求得不到满足，容易

引发学生生理、心理、行为等多种矛盾和问题。

１．２　价值追求上凸显理想与流于世俗的矛盾
贫困生由于与其他家庭经济正常的学生生活条件不

同，使其具有更加强烈的改变人生的渴望，希望通过自己

的学习与努力来改变家庭经济困难的现状。但是因为经

济困难，寒酸的衣着和拮据的消费难免不被某些同学所

耻笑，现在社会又充实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学校中也

存在着这种 “攀比风”，贫困高中生如若不遵循，就会显

得格格不入，难以融入同学之中。

１．３　心理表现上自尊心理与自卑心理的矛盾
贫困生就读于高中就是希望能读大学实现人生理

想，在贫困面前没有放弃学习，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之所

谓“人穷志不穷”。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束缚，使得他们

在学校生活中与其他同学物质条件方面相比产生“自惭

行秽”，产生如自强自立与无能为力的矛盾，追求自尊与

自卑压抑的心理矛盾，渴望人际交往与自我封闭的矛盾。

因此，对涉及自己的事情非常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情感

上的强烈波动［１］。

１．４　学业态度上追求远大与缺乏动力的矛盾
高中是通向大学的桥梁，高中怀着美好的憧憬努力

学习，希望能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实现自己学业上的理

想，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但是，近几年来社会上不断涌

起 “读书无用论”这种观点，确切地说是“读大学无用

论”，加之考取大学的不易和目前大学生毕业就业的问

题，这种观点获得了很多人的赞同。贫困生想通过考取

大学改变生活经济困难的追求得不到周围人甚至是亲人

的认可，因受到这种观点的不断冲击和影响使得部分贫

困生面对困难缺乏勇气，反而自甘堕落，放弃学习。

２　普通高中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
２．１　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针对性

目前，学校对高中贫困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还仅仅以

思想教育大众化的模式开展，并没有单独设立针对贫困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比如，部分贫困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悲观消极而不思进取，缺少自立自强和正确的人生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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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和价值观，对这部分学生就要重视其“三观教育”；另

外，有一部分学生因长期受到资助产生了依赖心理，甚至

认为受到资助是理所应当的，这就需要学校对这部分学

生给予感恩教育。

２．２　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有效性
开展贫困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但是贫困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对滞后，长期以来，片面的强调思

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价值，使得贫困生认为思

想政治教育只是“走形式”、升学的课程，对个人改变贫困

的生活状况没有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身

心发展和社会的客观现实严重脱节，从而阻碍了高中贫

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

２．３　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生活化
目前，我国高中贫困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形势为

课堂教育，并没有广泛的融入贫困生的日常生活之中，存

在教育途径比较单一、缺乏与贫困生的生活相联系的问

题。贫困生在课堂上学习到的有关思政教育思想，在贫

苦的生活中却得不到运用，因此造成贫困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效率低下。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大道理”面前，更

需要的是一些贴近生活的例子。

３　普通高中贫困生思想问题的原因分析
３．１　社会氛围的约束

政府、社会、学校等对高中贫困生群体在各方面都给

予了极大的关注，形成了“奖、勤、助、补、减”等多元化的

资助体系，帮助他们应对学习、生活上的各种困难。不可

否认，这些资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生的经济压力，

但在关注他们物质需求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他们思想道

德方面的教育，没有把经济扶贫与精神扶持有机的结合

起来。贫困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现象，例如诚信

缺失、感恩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弱化、组织纪律性不强、

集体荣誉感弱等不良现象。

３．２　应试教育的冲击
随着教育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社会各界普遍将读

书作为获得更好职业的“敲门砖”，对于高中学校的评价，

往往是这所学校能有多少名学生考取重点大学，同样，对

于老师的评定也与学生的高考成绩有关，这些都与学校

的经济利益、声誉挂钩，导致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实际上在教育活动中处于‘名首实不在’的

非实体地位［２］。

３．３　家庭期望的影响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高中生的学习、生活压力

逐渐增大，心理压力也就越来越大。而贫困生背负着整

个家庭的期望，承担着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很容易产生

心理问题。此外，学校往往受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贫

困生的独立性强等习惯思维的影响，对贫困生的思想道

德水平、心理素质估计过高，从而把贫困生工作的重点放

在物质资助上，忽视了他们身上存在的思想问题、道德缺

陷以及心理问题。

４　普通高中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４．１　夯实思想教育基础

高中贫困生的思想状态或多或少会受经济贫困的影

响，所以落实经济帮扶是夯实高中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物质基础。我国贫困生资助以政府为主体，以社会和

学校为辅。目前应当充分发挥现有资助措施的作用，简

化程序，及时补助，政府导向性向特殊地区、特殊人群倾

斜，利用好奖学金、助学金制度，扩大高中贫困生“奖、助、

补”的受益面，救助那些无法满足求学需要、经济压力大

的贫困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３］。目前高校社会资

助形式多种多样，已有明显成果，但由于高中教育处于义

务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中间阶段，学生毕业后如果没有考

上大学，很难有立竿见影的经济回报。因此要多方筹集

资金，充分拓展整合社会资源，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到高中贫困生资助工作中来。学校的资助需设立专门机

构进行系统、规范化地管理，制定配套的制度和政策保证

实施，使现有的资助政策得到有力的执行。此外学校要

尽可能多地提供勤工俭学的岗位，使他们通过一定的劳

动获得相应的报酬，把原先被动的补助方式变为主动的

自我救助方式。一方面可以解决贫困生的经济问题，另

一方面又可增加他们的社会工作经验，激发他们克服困

难的自觉性，在享受通过劳动得到的报酬的同时感受到

自尊与自信。

４．２　树立理想信念
加强贫困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主要包括树立正确的

理想信念，树立自立自强的信心，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感

恩观。没有正确的理想信念支撑，贫困生在面对生活中

的逆境和挫折时，很容易走向歧途，甚至是犯罪［４］。首

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对高中贫困生思想和心

理问题的矫正，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

树立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追求真理的人生理想

和信念；其次，引导学生树立明确的世界观，高中贫困生

大多尚未成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时期，对社

会中复杂的问题不能形成正确的判断。因此，要帮助他

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要让他们学会接纳自我，勇于接受

贫富差距的现实，要让他们知道经济困难只是暂时的，是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的，贫困不是耻辱，如果处理得

当，这反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最后，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贫困生对于经济贫困感受最深刻，因此对

金钱的渴望比其他学生更加强烈，也就更容易产生“金钱

至上”的观念。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引导贫困

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要让学生知道金钱固然重要，但不

能把金钱看成人生唯一的目标和追求，更不能不择手段

去获取金钱，人生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４．３　强化感恩与诚信教育
着力强化感恩、奉献、诚信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有利于贫困生的健康发展。其一培养感恩意识。社会中

每一个人都应该心存感恩。高中贫困生受到国家和社会

的资助，应该懂得常怀感恩之心，可是部分贫困生却认为

这是国家和社会应该做的。感恩观念的缺乏不利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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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健康成长，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加强贫困生的感恩教

育，使他们学会感恩，将来回报他人。其二培养奉献意

识。一是鼓励高中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培养高中生奉

献精神。高中生进入社会公益活动中能够培养高中生的

互助关怀意识和奉献社会精神。因此，学校应制定学生

参与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措施，对学生进行实践

能力的培养。二是开展多种多样的志愿活动，强化高中

生社会责任感。通过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多样的志愿活

动，能使高中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了解社会、认识社会，从

而不断强化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他们的道德意识。

最后培养诚信意识。在贫困生的诚信教育中，应注重培

养他们对诚信道德的自我认识能力，使其自觉主动地履

行诚信［５］。

４．４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要比其他学生差，因为他们

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当这些压力无法释放时

就会影响心理的健康。要提早干预，积极预防，加强教

育。其一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咨询、干预机制，高

中需建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安排专人值班，让贫困生

有倾诉的机会，同时也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一旦发现某些学生心理上有异常

情况，要立即组织专门的心理咨询对其进行辅导和治疗。

其二建立心理健康教育机制，一是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

宣传。利用校园广播、橱窗、校报和学校网站等平台大力

宣传心理健康知识，还可以举办心理健康讲座、成立心理

社团、开展心理团训等形式使得心理健康知识在贫困生

中普及。二是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提高贫困生对自

身心理健康认知水平，教他们进行有效的自我心理调适。

４．５　重视典范教育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

为镜，可以明得失。典范教育将德育的知、情、意、信、行有

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之中，使抽象化为具体，使呆板化为

生动，使无形化为有形。在高中贫困生中，就涌现出了一

大批优秀的典型，他们中有的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成为

英雄楷模：有的自强自立，用勤劳的双手克服经济困难：

有的发奋读书，成为社会上的精英。这些典型虽然只是

少数，但他们的事例对贫困生群体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

更容易引起贫困生的共鸣。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就要善于从贫困生群体中发掘典型，用他们的先进事迹

激励和感染其他贫困生，激发他们奋发图强，迎难而上、

不懈追求人生理想的精神。开展贫困生楷模的演讲会，

倾听他们的亲身经历，能引发其他贫困生强烈的情感共

鸣，产生有效的现场效应。演讲完后，让贫困生交流学习

体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就可以从典范的事例中得

到自我体验，产生自我激励，从而增强自我教育的自觉

性。通过贫困生对于典范的讨论，使许多不求上进的贫

困生真正地感到“世界之伟大，自身之渺小”，从而得到一

次心灵上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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