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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我国建设征程步入新时代以来，学生全面发展成为高职院校立德树人新目标。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的有效开

展能够培养学生优良品德、加强学生心理建设、输出高质量人才。然而，家庭经济贫困认定精准度有待完善、发展性

资助成长激励有所欠缺、学生参与发展性资助教学活动积极性较弱、具备职教特色的“三全育人”体系尚未形成的现

实困境不利于高职院校开展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据此，应加大发展性资助工作人力与精力投入，健全心理课程；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发展性资助，鼓励学生参与课程；完善职业教育特色“三元育人”机制，合力实施发展性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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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ince	China’s	construction	 journey	entered	a	new	era,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has	 become	a	 new	goal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ultivate	morality	 and	 talents.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developmental	 fund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cultivate	 students’	excellent	

moral	 character,	 strengthen	 their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output	 high-quality	 talents.	

However,	 the	accuracy	of	 identifying	 family	economic	povert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re	 is	a	 lack	

of	growth	 incentives	 for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students	have	weak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ng	

in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he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ystem	

with	vocational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has	not	yet	 formed,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vocational	

colleges	carrying	out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education	work.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of	manpower	and	energy	 in	developmental	 funding	work	and	 improve	psychological	

courses;	Guiding	developmental	 funding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rriculum;	 Improve	 the	characteristic	“three	element	 education”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work	together	to	implement	developmental	funding.

Key words :	 	vocational  colleg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oriented  funding  for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确立了新时代高职教育面向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是以传统资助工作为基础，结合学

生成长规律与全面发展要求，缓解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供给与成长成才需求，助力家庭经济贫困学生全面发展 [1]。高职院校发

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的开展不但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使命，有助于加快高职教育育人步伐，

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进程 [2]。围绕学生全面发展，贯彻高职教育“立德树人”的时代任务，将传统资助工作转化为发展性资助育人工

作，进而成为高职院校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3]。因此，有必要立足于全面发展角度，探究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的内涵、价值、

困境，并提出创新型对策，以期为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有效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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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全面发展角度的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

作的内涵与价值

（一）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的内涵

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是指，教育部门与院校在对家

庭经济贫困学生进行经济帮扶的同时，将资助目标延伸至学生成

长成才未来发展层面。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能够从经济及发展两

方面，最大限度满足家庭经济贫困学生成长成才需求，使学生逐

渐摆脱经济贫困导致的学习受阻困境 [4]，从而实现知识、素质、心

理等方面的全线成长。

（二）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的价值

（1）培养学生优良品德。近年来，随着国家资助政策愈加完

善以及高职院校资助制度逐步健全，推进受资助的家庭经济贫困

学生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此背景下，部分学生更加注重助学

资金的获取，产生“等资助”心理，缺乏自强自立、主动上进、

主动成长的优良品德 [5]。基于全面发展的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不

仅能够维持原本对于家庭经济贫困学生的资金支持，亦能充分发

挥国家教育制度“立德树人”的良好作用，兼顾培养学生品德、

助力高职教育实现“立德树人”，培养学生优良品德 [6]。

（2）加强学生心理建设。高职院校面向学生全面发展，对家

庭经济贫困学生实施发展性资助，能够在解决学生面临的求学资

金困境的同时，针对学生负面人格进行精准的心理帮扶。在发展

性资助工作过程中，高职院校设立心理建设课程，以健康积极的

心理发展为向导，定期、分阶段开展心理帮扶课程，培养出可长

期发展且具备成长自信的优秀人才，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优

质劳动力 [7]。

（3）输出高质量人才。国家实施资助政策的意义不仅局限于

经济扶持，而是通过一系列扶持举措，发掘经济困难家庭中的人

才，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基础 [8]。因此，针对全面发展角

度的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在有效落实国家资助政策的同

时，助力学生了解国家渴望人才的深层逻辑，从而促使学生树立

起积极进取与回报社会的成长心理 [9]。

二、基于全面发展角度的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

作的发展困境

（一）发展性资助成长激励有所欠缺

目前，部分高职院校通过奖学金、助学贷款等途径对家庭经

济贫困学生予以求学资金保障，缓解了受资助学生经济约束，但

在成长激励方面有所欠缺，难以发挥基于全面发展角度的高职院

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优势 [10]。在此情况下，受资助学生尽管拥

有与普通学生相近的经济水平，但其自卑等负面情绪无法得到有

效改善，不利于成长成才 [11]。究其原因，在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

繁杂的情况下，部分高职院校师资团队结构不完善，缺乏能够开

设心理建设课程的专业心理教师，导致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重心

偏向解决资金困境，难以覆盖学生心理建设，制约学生综合能力

提升与长期可持续发展 [12]。

（二）学生参与发展性资助教学活动积极性较弱

在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部分受资

助学生不重视发展性资助教学课程， 参与主动性差、 积极性 

不高 [13]。其原因在于，部分高职院校对于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的

理解不充分，缺乏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理念，并没有充分宣传发

展性资助育人工作对于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14]。这导致发

展性资助对于学生成长成才的引导作用缺失，陷入以经济扶持为

唯一方式的发展误区同时，造成学生对于自身未来发展缺乏明确

方向与规划问题，不利于学生自我表达、自立自强，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高职教育培育学生全面发展。

（三）具备职教特色的“三全育人”体系尚未形成

2019年1月， 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并提出，“推进职业教育领域‘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努力实现职业技能和职

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然而目前，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工作仍

主要依靠学校部分管理人员完成，导致其他主体例如企业、政府

教育部门等在此过程中都出现一定程度的缺位现象。这极易致使

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在专业知识学习、职业能力培养、社会产业

引导等方面有所欠缺，无法有效统筹监督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的 

开展 [15]。

三、基于全面发展角度的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

作的道路探索

（一）加大发展性资助工作人力与精力投入，健全心理课程

高职院校首先要明确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综合育人的基本准

则，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将经济扶持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师

资团队方面，高职院校应加大投入，组建专门针对家庭经济贫困

及学生精神建设的教师团队。具体而言，高职院校面向社会，招

募具备丰富心理教学经验的思政教师，聘请其作为全职或兼职教

师，与校内已有教师组成全新团队，从而将社会层面贫困心理辅

导与校内学生发展有机结合，改善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人力不足

局面。课程建设方面，高职院校建设多元教学平台，将职业能力

提升、精神建设、思政课程作为教研要素，形成全新发展课程，

为受助学生长期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从而弥补发展性资助育人

工作成长激励不足问题。例如，高职院校可根据学生年级划分教

学内容，在大一时期以经济扶持与心理建设为主；在大二时期融

入专业技能与道德品质培养；在大三与大四时期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社会实践，充分发挥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的学生反哺效应。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发展性资助，鼓励学生参与

课程

为提升受助学生参与课程积极性，高职院校应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课堂教学，加大力度宣传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的作

用与意义，形成“积极进取、自立自强”的校园氛围，以整体学

生学习带动受助学生参与课程的积极性。具体而言，首先，高职

院校要明确国家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将思政教育与扶持教育引入

家庭经济贫困学生的日常生活与课堂学习，形成良好、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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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氛围。其次，高职院校加快推进励志教育、诚信教育等思

想品德课程，引导受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与回报社会意

识。最后，高职院校需完善职业规划课程，为受助学生指明更加

详细的职业发展方向，使其敢于创新创业，通过自身学习与技能

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实现由外部助力内部自我提升实质性的转

变，充分发挥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的效能。

（三）完善职业教育特色“三元育人”机制，合力实施发展

性资助

“三元育人”机制的高质量建立，应立足于政府引导、院校

主导、企业配合，从而有效提升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实效。从政

府角度来讲，政府应加快创新发展性资助政策，形成因地制宜、

符合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资助条款，从顶层设计角度给予高

职院校与行业企业实施发展性资助的基本导向。从院校角度来

讲，高职院校需立足学生全面发展，促成多部门协同发力，有效

整合校内外教育资源，根据受助学生需求，完善发展性资助育人

工作后勤保障，以更科学、规范流程提升发展性资助精准度与育

人实效。从企业来讲，行业企业应重视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所带

来的人才成长效益，成立助学基金，提供充足且针对家庭经济贫

困学生的实习岗位，助力发展性资助培养学生自立自强、成长成

才的育人作用。

四、结语

在加快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发展

性资助育人工作对于高职学生发展成才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

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在提高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成效

方面发挥着显著优势，能够有效培养学生优良品德，加强学生心

理建设，进而输出一批高质量人才，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针对高职院校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面临的困境，高职

院校应加大发展性资助工作人力与精力投入，健全心理课程；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发展性资助，鼓励学生参与课程；完善职

业教育特色“三元育人”机制，合力实施发展性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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