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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中心两链六维”评价体系内涵剖析

“一中心”始终围绕高职学生资助需求与成长质量，从顶层

设计的政策落地保障学生权益，到资金管理确保资金精准流向学

生，资助过程的每一步优化都为学生体验与精准帮扶。“目标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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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聚焦高职学生资助工作，提出构建以学生成长为中心，融合目标链与标准链，涵盖顶层设计、资金管理、资助过

程、育人实效、社会反馈、特色亮点六个维度的资助评价体系。阐述各维度内涵和权重标准及实践要点，旨在通过构

建科学资助评价体系提升高职学生资助质量，助力学生全面发展，为高职院校学生资助工作提质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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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从知晓政策、获得资助、成长发展到反馈社会各个环节，层

层递进助力学生成长成才；“标准链”则细化到每个三级指标，

无论是知晓率、资金到位率，还是育人成果量化指标等，都有

清晰标准衡量，保障资助工作高质量推进，切实服务高职学生 

发展。

引言

在当今职业教育改革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 [1]，深入探究学生资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科学模型 [2]，已然成为破解当前高职院校

资助工作困境、弥补现存短板的关键路径。这有助于推动资助工作朝着标准化、科学化大步迈进 [3]，使其精准适配职业教育改革的方

向，更是落实国家“阳光工程”[4]，让惠民政策惠及更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必由之路 [5]。强化大学生资助经费的管控力度，构建并完善

大学生资助制度，优化组织机构设置，提升政策执行的实效性 [6]，方能切实增强资助效益，全方位提升受助学生的满意度 [7]，让每一分

资助资金都能发挥最大效能，真正温暖到那些在求学路上艰难前行的学子。

“一中心两链六维”评价体系应运而生，它以学生成长为核心，串联起目标与标准链条，全方位覆盖资助工作各关键环节，大力开

展大学生资助管理评价工作，精准把握资助工作成效，为后续优化调整提供依据，为高职学生资助工作开启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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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中心两链六维”高职学生资助评价指标

目标层 中间层（一级指标） 方案层（二级指标）

A“一中心

两链六维”

高职学生资

助评价指标

100分

B1顶层设计

15分

C11资助政策落实

5分

C12组织架构健全

5分

C13资助规划科学性

5分

B2资金管理

20分

C21资金筹集渠道

5分

C22资金分配合理

6分

C23资金使用合规

6分

C24财务管理制度

3分

B3资助过程

20分

C31困难学生认定

6分

C32申请评审流程

6分

C33资助档案管理

4分

C34动态管理机制

4分

B4育人实效

20分

C41学业促进

6分

C42职业发展

6分

C43感恩教育

4分

C44心理健康

4分

B5社会反馈

15分

C51学生满意度

5分

C52家长认可度

5分

C53社会美誉度

5分

B6特色亮点

10分

C61创新举措

5分

C62示范辐射

5分

（一）顶层设计：立足区域，制度领航

政策落实精准有力：始终将育人作为资助出发点与落脚点，

依据长沙市发展目标，精准定位资助育人方向。持续完善奖、

助、勤、补、贷“五位一体”资助体系，人力、财力投入逐年递

增。在常规政策制定修订基础上，出台《“为师生办实事解难

题”工作方案》，专项督查资助政策落实细节，涵盖档案、台账、

岗位设置及助学贷款等 [12]，确保资助资金发放及时、精准，2024

年开学256名新生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助学贷款约150万

元精准到位。

组织协同高效联动：以学生资助中心为枢纽，校内各部门紧

密协作，校友积极响应，社会资源广泛挖掘，同学互助共进，构

建起 “学校—学院—校友—社会—同学”五方协同格局。学校

领导、二级学院负责人与辅导员寒暑期走访百余名困难家庭，深

入了解需求，提供发展支持，为精准资助筑牢根基。

（二）资金管理：多元拓展，精准保障

资金筹集渠道多元：立足区域产业特色，吸引企业、社会组

织关注，如与餐饮、旅游、电商等行业合作，为特色专业勤工助

学岗位注入资金 [13]，拓宽资助资金池。同时，校友捐赠逐年增

长，为资助工作提供稳定助力，保障各类资助项目顺利开展。

资金分配合理高效：运用湖南省智慧资助平台与学校助学金

管理系统，结合大数据分析，精准匹配资助资金与困难学生需

求。“特殊困难补助”依学生突发困境“随时申请、审批、发放”，

2024年为众多特殊情况致贫学生解燃眉之急；针对困难毕业生就

业，发放49万余元求职补贴，资金流向精准聚焦学生成长关键

节点。

（三）资助过程：精细服务，全程护航

困难认定精准前置：资助工作“向前一步”，随录取通知书

寄送调查表与政策资料，线上线下同步宣传，新生入学前便精准

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 [14]，主动沟通，畅通报到“绿色通

道”，为困难学生开启求学之门。

申请评审公正便捷：依托智慧平台优化助学金申报、评审流

程，全程透明可查，确保公平公正。同时，简化手续，让学生少

跑腿，提升满意度，将资助温暖高效传递给每一位受助者。

二、“一中心两链六维”评价体系实践要点

（一）强化组织保障与人员培训

成立跨部门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涵盖学工、财务、教学等部

门，协同推进“一中心两链六维”体系落地 [8]。定期组织工作人

员培训，深入学习体系内涵，掌握各维度目标与标准，提升业务

能力，确保精准落实资助政策，为学生提供专业服务。

（二）搭建信息化管理平台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搭建资助管理平台。在顶层设计

规划下，整合学生信息库、资助项目库、资金流信息等资源 [9]。

利用平台精准识别困难学生，智能匹配资助项目，实时跟踪资金

发放，动态监测学生成长数据，为评价体系运行提供高效技术支

撑，保障标准链量化数据精准采集。

（三）深度挖掘育人元素融入资助过程

在资助过程中，教师、辅导员作为育人主体，要善于发现学

生需求与成长契机。如结合专业课程设置专项奖学金，激励学生

学业精进；组织受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公益活动，培养社会责

任感 [10]，将育人实效融入日常资助互动，依育人标准持续优化活

动设计。

（四）建立动态反馈调整机制

依据社会反馈维度，定期收集学生、家长、社会意见。对反

馈问题按六维分类梳理，剖析根源。如学生反映资助申请流程繁

琐，即刻启动顶层设计与资助过程优化；若育人成效未达预期，

针对性改进育人方案，动态调整目标与标准，保障资助工作持续

适配学生成长需求。

三、案例分析：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一中心

两链六维”评价体系实践成效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深度践行“一中心两链六维”资

助评价体系，紧密围绕“立足长沙，服务‘三湘’”的办学定位，

将立德树人贯穿资助工作全程 [11]，切实化解资助工作难题，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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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管理贴心入微：建立困难学生动态数据库，全程跟踪学

业、生活、心理状况。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难，成立专班

开展“三优”行动，推荐岗位、扶持创业，助力328名困难应届毕

业生充分就业。

（四）育人实效：多维赋能，成长蜕变

学业精进技能提升：从保障型迈向发展型资助，特色专业勤

工助学岗位助力学生工学结合，烹饪、电商、旅游等专业学生在

实践中夯实技能，受助学生学业成绩稳步提升，职业资格证书获

取率远超以往，为未来职业发展筑牢根基。

品德塑造感恩践行：谈心谈话引导学生自强不息，心理健康

教育多方位守护心灵成长，诚信感恩教育深入人心。发放政策信

件、举办主题班会、发布微视频等，促使学生诚信履约、心怀感

恩，化作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如涌现出刘红亚、文峰等创业回馈

典型。

（五）社会反馈：口碑载道，示范辐射

学生满意度高涨：受助学生对资助工作流程便捷性、资金帮

扶及时性、育人活动有效性等方面满意度达90%以上，在学习、

生活、心理多维度感受到资助温暖，成长信心倍增。

家长认可度提升：通过家访、家长会等沟通渠道，家长对学

校资助政策知晓率超95%，对资助工作配合度高，认可学校助力

孩子成长成才之路。

社会美誉度彰显：媒体多次报道学校资助育人成果，社区、

企业对受助学生评价良好，称赞其专业技能与品德素养。学校资

助经验在区域内广泛交流分享，吸引多所院校观摩学习，成为职

业教育资助领域标杆。

（六）特色亮点：区域联动，产业赋能

资助模式创新：紧扣区域产业打造特色专业勤工助学，将资

助与专业发展深度融合 [15]，开创“工学结合 +资助”新模式，既

解决学生经济困难，又为产业输送适配人才，实现教育与经济发

展双赢。

示范辐射显著：立足长沙、服务“三湘”的实践成果形成可

复制案例，在省内职业院校推广，为区域职业教育资助改革提供

蓝本，推动行业整体进步。

“一中心两链六维”评价体系实践成效斐然，紧扣学生成长

核心，编织紧密目标链驱动资助进程，打造精细标准链保障评价

精准，协同六维全方位优化资助生态。为高职院校资助工作标准

化、科学化发展提供了范例，切实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沐浴国家

“阳光工程”，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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