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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功能

实现与道德价值解读

肖 剑, 王志臣

(石家庄铁道大学 学生处,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高校新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已经实施三年,资助力度大幅度加强,覆盖面进一步

扩大,惠及了更多的寒门学子,但社会对其认知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对高校的学生工作而

言,资助政策体系更是承载着 以情育人 的重任。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资助政策体系的建

设和道德价值的再造,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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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5 月, 国务院颁布 关于建立健全普

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 决定从

2007年秋季学期开学起,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每年国家用于

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的助学经

费达到 500 亿元。三年来每年有 20%的在校大

学生获得各种形式的资助。切实缓解了大部分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压力, 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随着新的资助政策在高校的全面实施, 体系的道

德价值再造功能也日益显现。

一、资助政策体系导向明确、措施多

样、效果明显

(一)资助政策多种措施并举,帮困又奖优

现行的高校资助体系,政策导向明确,既帮助

困难学生解决生活、学习问题,又大力表彰先进、

优秀的学子。国家奖学金、专业奖学金、社会团体

设立的奖学金对象主要是奖励特别优秀的学生;

国家励志奖学金是奖励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国家助学金、临时困难补助、勤工助学主要

是帮助自强自立,奋发上进的困难学生,使他们能

够顺利完成学业。考上大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可通过 绿色通道 按时报到。入校后,学校对

其家庭经济情况进行核实,进行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采取多种措施对贫困学生予以资助。解决

学费、住宿费问题,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以国家励

志奖学金等为辅; 解决生活费问题,以国家助学金

为主,以勤工助学等为辅;解决突发性原因导致生

活困难的,以学校设立的临时困难补助为主;此外,

高校还设立了专业奖学金,积极争取社会团体、企

业和个人的捐助设立各种奖助学金(见图 1)。

图 1 河北省某重点骨干大学资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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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助力度增强,覆盖面日益扩大

2007年秋, 实施新的资助政策以后, 中央财

政和各省市地方财政加大投入力度, 资助资金的

额度显著提高(见图 2) ,单项资助资金的力度明

显增强。国家奖学金 8 000元/人/年, 国家励志

奖学金 5 000 元/人/年, 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可以获得资助, 人数约占在校生总数的

3%, 资助面相当于过去的 10倍。国家助学金,从

过去每人每年平均 1 500元增加到 2 000元。每

年受资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约占在校生总数

的 23% ,资助面相当于过去的 7倍
[ 1]
。以河北省

某重点骨干大学为例, 2007年以后, 用于资助学

生资金总额达到 1 000 多万元, 是原有水平的 3

倍(见图 3 ) ; 学生奖助资金奖助覆盖面由原来的

30. 5%,增加到 60%, 较原有校内奖助体系扩大

近 2倍,仅国家助学金一项,受助学生数就增加了

5倍(见图 4)。

(三)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

供了新的平台

党中央 2004年下发 16号文件 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明确指

出了 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既要充分发

挥学校教师、党团组织的教育引导作用,又要充分

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引导他们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

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

理服人又以情感人,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

果 的原则。新的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为高校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载体, 在

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困难的同时,充分发掘资助工作

蕴含的教育资源,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

力、感染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励志教育、感恩教

育、勤俭教育、诚信教育。另一方面, 新的资助政策

体系的实施以后,越来越多的学生主动去了解资助

政策,各项资助措施的要求和开展流程,学会了如

何维护自身的权益,能够自觉地履行相关义务, 积

极地参与学校管理,学生的主体性大为增强, 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明显提高。

二、当前高校资助体系的负面影响

(一)对原有校内奖助体系造成了冲击

新的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对于受助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来说, 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生活有了

基本保证。但由于资助力度大, 覆盖范围广, 对原

有校内奖助体系造成冲击,从而产生了新的矛盾。

1.与高校专业优秀学生奖学金及传统荣誉称

号发生冲突

河北省某大学校内专业奖学金为一等 1 000

元/人/年,二等 500元/人/年。与国家奖学金、国

家励志奖学金的相比, 显得微不足道。仅从资金

额度来看,国家助学金的吸引力比校内奖学金的

要大,这会引起一部分优秀学生的心理不平衡,导

致更多学生产生去 争当贫困生 的念头。另外,

新的资助政策体系实施后,国家颁布的 国家助学

金管理暂行办法 中规定, 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的

4%~ 6%是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而对学

校校内奖励资金的来源和标准没有做要求,导致

学校的各项评优奖励经费的来源成了一个难以解

决的问题。据笔者调查, 对经费紧缺的院校,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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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等奖励性的经费也是来源于事业收入中提

取的 4% ~ 6%,这直接挤占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资助经费。

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 等荣誉称号一

直是学校用以树立典型,表彰和激励学生全面发

展行之有效的措施, 它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

为辅,侧重于荣誉。新资助政策实施后,国家奖助

学金的奖助资金额度, 远远高于各种荣誉称号的

奖励,无形中冲淡了荣誉表彰的效果。

2.国家助学金造成同学关系紧张

相对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对学习成

绩有严格的要求来说, 国家助学金的评审门槛比

较低。大部分通过贫困认定的学生都能获得国家

助学金,造成了享受助金学的学生与没有享受助

学金的学生思想上的冲突,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

一般,却没有通过贫困认定的学生。甚至有部分

同学认为 不要白不要 ,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获得

资助,造成同学之间关系紧张,情绪对立。

(二)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

消极作用

随着资助力度加大, 很多学生认为天上掉馅

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捡了大便宜,并且认为他们

不应该得到这么多的资助。而对部分受助的学生

来说,助长了他们的依赖心理,思想上走入误区,

等、靠、要 现象突出,以贫困为资本,一味依赖学

校和社会的资助, 不期望通过努力学习获得奖学

金或者通过勤工助学活动来自助, 成为经济和思

想上的 双困生 。有的学生在拿到助学金后, 乱

消费,高消费, 肆意挥霍;更有甚者班级平分或者

截留资金,挪作他用。这些现象的发生,不仅没有

发挥国家奖、助学金的真正意义,而是导致大学生

思想、信念紊乱, 是非不分, 影响了大学生正确人

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三)感恩意识淡薄,个人诚信缺失

很多学生普遍存在 天上掉馅饼,理所应当

的心态,思想上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资助是党和

国家的好政策,社会、学校、老师的关心和帮助所

得来的。部分学生感恩意识淡薄, 不懂得珍惜,物

质上受助了, 精神上并没有树立 受助、自助、助

他 信念, 不主动参加公益服务活动。

还有部分学生为了通过困难认定,不惜伪造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在评审过程中刻意夸大自身

的困难;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对成绩要

求很高,国家助学金对学习成绩也有一定要求,一

部分学生为了取得高分, 走歪门邪道, 或考场作

弊,或行贿教师, 败坏了考风考纪,造成了不良影

响;有些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毕业后存在利

息逾期或者本金逾期的现象。

三、高校资助政策体系的道德价值解读

中国民族传统美德是几千年文明的结晶, 是

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总和,已经融入了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血脉之中,潜

移默化的对个人思想言行起着重要的引导和规范

作用。其中 以德为本, 重义轻利 的道德精神;

立志有为,自强不息 的进取精神; 勤俭节约,诚

信笃实 的人文精神; 厚德载物,贵和持中 的和

谐精神等
[ 2]

,是做好高校的资助工作的的精神追

求和价值定位。

(一) 以孝为本 ,增强学生感恩意识

孝道 是民族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范畴,是

几千年沿袭的做人准则,是治家、治国的良方,也

是中华文化的本源之一。 孝经 中讲到: 夫孝,

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国以人为本, 人

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子曰: 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可以说我国从古至今就将道德

的关系看成是人的基本关系, 而孝道是之根本。

只有懂得孝,把孝内化为自身品质的人, 才会 入

则孝、出则悌、泛爱众 [ 3] , 懂得爱,懂得感恩, 懂得

回报。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 人的利益关系

在社会生活中起着突出的作用, 利己主义猛烈发

展起来,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对身在象牙塔里的

大学生们影响不小。这样的情况下, 在高校提高

孝道的教育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在评审国家

奖、助学金期间, 结合孝道文化, 以解决学生实际

问题为突破口,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学生

的感恩意识,成立学生志愿服务队,引导获奖受助

学生多参加社会公益志愿服务,关爱弱势群体,帮

助学生养成知恩图报、饮水思源的良好道德传统

和价值观念, 从而在思想上实现从 受助 到 自

助 再到 助他 的提升。

(二) 律己修身, 重义轻利 ,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 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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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是一切的基础。

传统文化中非常注重个人的修养, 认为只有 内

圣 才能 外王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内因决定了

外因,而要做到 内圣 必须依照 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 来修炼自己的德行, 操守,注重人格的历

练和培养。先秦儒家尤其重视个人的品德修为和

人格操守的磨炼,提倡君子要 重义轻利 。子曰: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

如浮云。孟子曰: 生,亦我所欲也,义, 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还认

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还必须做到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这些观点, 现在看来

仍是放之四海皆准。学校应当借鉴这些传统文化

中的精髓,通过主题班会、演讲比赛等形式对大学

生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把社会道德的要求转化为

个人内心的信念, 并将这种信念转化为实际的行

为,形成高尚的人格和气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世界观。义,是社会普遍的道德要求; 利, 则是个

人的私利要求。面对诱惑,面对利益,要求大学生

们要抵挡各种诱惑, 要律己修身, 舍生取义,要见

义忘利,要像古人说的一样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视之有度,用之有节 , 面对高额的国家奖助学金

时,该自己的一定要通过正当途径去努力争取,不

该自己的千万莫伸手,做到 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

子忧道不忧贫 。

(三) 立志有为, 自强不息 ,帮助学生

树立自强自立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人生志向的确立, 把立

志放在成才的第一位,对立志的论述也很精辟的。

子曰: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也。墨子认为:

志不强者,智不达。王阳明认为: 志不立, 则天下

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 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

立,如无舵之舟, 无卫之马, 飘荡奔逸。 后汉书

中说到,有志者事竟成 [ 2]。党和政府设立国家奖

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的根本目的,就是激励大学

生立志进取,争先创优,努力成才, 进而实现自我,

报效祖国。因此对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成才,首

先必须立志, 树立远大理想, 明确方向, 一定要

志存高远 ,做个有抱负的青年,象唐代诗人高适

说的一样: 男儿本自重横行 , 作有志男儿,要为

国效劳,奔走四方
[ 4]
。

当下党和政府设立国家助学金,主要就是为

了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问题。为解决

助学金评审、发放出现各种问题,一方面要从评审

制度程序上入手, 严格准入,信息公开, 严格按照

国家政策,按月发放;另一方面更要强调精神上的

树人,教育学生要自强自立。学校可以依托学生

社团 自强社 ,通过社团活动使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懂得自助者

天助。 易经 中讲到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 意

思是,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

离,也不屈不挠。这告诉我们大学生应当学会自

强学会自立,首先要战胜自己,这正如古人所说的

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 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

也 。在学习、生活中遇到挫折和困难, 要先找自

己的原因,做到 不怨天, 不尤人 。

(四) 诚信笃实, 无信不立 ,帮助学生

确立诚实守信的意识

传统文化把 诚信 看作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准

则,是一种人格境界,是一种个人修养, 也是一种

道德行为。子曰: 民无信不立 , 人而无信,不知

其可也 ; 孟子说: 诚者, 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

道也。古人认为诚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

一个集体、民族、国家的生存之基。只有诚实, 才

能善待亲人、朋友, 进而维护更高层次的社会关

系。针对当前校园里面一些不诚信的现象,我们

更应该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将诚信教

育融入办学理念中, 把诚信立人教育贯穿于教育

的全过程。一方面利用一切教育资源, 开展多种

形式诚信教育主题活动,如邀请银行专业人士进

行 征信知识 专题讲座, 开展 我与诚信面对面

主题班会,印发 致贷款毕业生的一封信 , 举办

诚信征文 等活动; 另一方面是要把握工作关键

点,有的放矢的开展教育。比如在困难认定开始

时,在考试前, 在离校前等时间,通过开展签订 诚

信考试协议 、毕业生贷款确认协议 , 强化学生

的诚信意识,做到与人交往守时,言而有信, 一诺

千斤 , 言必信, 行必果 , 有所许诺,纤毫必偿;

有所期约,时刻不易。。诚信申请困难认定,提交

真实的材料; 诚信参加考试,保证成绩的真实;诚

信还贷,牢记助学贷款应承担的义务,做到言行一

致,内诚于心, 外信于人。

学校要大力开展诚信体系建设,积极推行大

学生诚信档案制度。一方面, 对考试作弊、弄虚作

假等不诚信行为予以记录并给予严厉处罚,比如

取消其各类奖助学金评审资格等; 另一方面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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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诸如大学生诚信标兵等形式多样的主题评比活

动,表彰先进,树立诚信典范, 大力宣传,以此营造

良好的诚信氛围和舆论环境, 形成诚信者受尊重,

不诚信者遭鄙视的社会氛围。

(五) 勤俭节约, 俭以养德 ,帮助学生

树立艰苦朴素的精神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透过历

史的长河,我们能看到勤俭能治国、能兴邦无数事

例。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古人将勤俭节

约放在一个德行的高度,它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

美德。当前随着我国国力强盛,经济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物质越来越丰富,社会上铺张浪费的

风气也开始抬头, 大学校园也不免受到影响。因

此,学校在日常教育中引入传统文化中关于勤俭

节约, 艰苦朴素的教育, 尤其是针对那些用奖学

金、助学金挥霍的困难学子们,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通过学生社会实践, 参观革命圣地,沙龙论坛

等教育活动,教育学生 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当思物力维艰
[ 5]

, 由俭入奢易,由奢

入俭难 , 要求大学生们尤其是那些家庭经济困难

的学生,不要在生活上盲目攀比,合理使用获奖受

助的资金,不仅行为上要艰苦朴素,更要把勤俭的

思想深深刻入脑海, 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习惯,杜

绝奢侈消费,不合理消费, 真正做到 用之有度 。

另外学校也要建立长效监督机制, 对获得国家励

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的学生的消费行为予以监

督,对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等现象一定要予以制止

和纠正, 采取通报批评, 取消资格,收回资金等形

式教育本人和警示他人。

(六) 以和为贵, 贵和持中 ,构建和谐

校园

贵和持中 ,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

一。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在中华民族文化

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孔子倡导 和为贵,忍者

高 。强调人在交往中对他人要有包容的态度,

和则两利、仇则两伤 。孟子更是认为 天时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同做事则不避劳苦,吃饭

则勿贪甘美,同行走则勿择好路,同睡寝则勿占床

席。 宁让人, 勿使人让我;宁吃人之亏,勿使人吃

我之亏。 这些让人、容人、和谐相处的思想, 对构

建和谐校园有着积极意义。在国家奖学金、国家

助学金评审的时候, 学校一方面要加强倡导 和为

贵 思想, 化解学生间因为利益取舍而导致的同学

间冲突; 另一方面对主动谦让,主动拿出获奖、受

助资金的学生,学校要予以大力宣传和表彰,形成

一个和谐、有序的评审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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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sy stem o f student aid policies has been im plemented for three years, w ith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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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es. But the so cial r ecognit ion remains m er ely at the economic lev el. T he system for aiding co l

leg e students is car rying the task of Cultivate People by Emo tion . The t radit ional Chinese virtues

have im por tant realist ic meaning and play a guiding role in the building of aid policy sy stem and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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