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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斗转星移，天地轮回，联大校歌仍不绝于耳，西南联大的 “爱国、民

主、科学”和 “刚毅坚卓”是我们永存的精神力量。云南师范大学秉

承西南联大精神，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以爱与责任为根基，提

出了 “两个８０年”和 “两个高水平”的办学目标，倡导 “综合集成

发展，内涵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以 “打造省部共建硬平台”和

“强化学校发展软实力”，全面深化改革铸就 “师大梦”。围绕建设

“最关爱学生的大学”和 “最好的本科大学”的发展目标，以全面提

升学生综合素质、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重点，以 “抓制度、抓队伍、

抓学风、抓落实、抓创新、抓安全稳定”的工作思路，将学生工作部

（处）打造成为学生之家、学生干部之家、学工队伍之家，使学生教

育管理工作发展再上新台阶、质量再上新水平、品质再上新层次，在

学生的成长路上添一份责任、多一点包容、加一些关爱，为每一个学

生成长成才铺路搭桥。

高校学生工作是一种集思想性、政策性、知识性和实践性于一体

的艺术教育。随着高等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学生工作面临着许多新

问题、新困难，也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和新机遇。在新形势、新情况、

新要求下探索并建立新的学生管理模式是当前学生工作所面临的迫切

新课题。本书收录了云南师范大学近年在学生工作方面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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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涉及关爱成长、心灵方舟、危机应对、资助育人、精案研析等版

块，案例从不同角度对学生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和研究，以期实现对学生的物质关怀、学习关注、生活关心、心理

关爱和情感关联。

《建设最关爱学生的大学案例集萃———基于云南师范大学的视角》

一书凝结了云南师范大学近年在学生工作领域求真务实、勇于探索、

奋进创新、以生为本、强化服务、关爱学生的点点滴滴，该书出版将

有助于推动对高校关爱学生问题的深入研究，提高高校学生工作干部

的理论研究水平，进一步完善学生成长关爱工程的建设，提高学生教

育管理工作的水平。希望广大学生工作干部按照 “继承传统创特色，

与时俱进强创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加强学生教育管理的科学性、

针对性和实效性，关心每个学生的发展过程，满足每个学生的成长需

要，解决每个学生的实际困难，维护每个学生的切身利益，把关爱学

生作为我们永恒的主题。

编委会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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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最关爱学生的大学的心理学路径分析

———基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视角

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　何伟全

【摘　要】本文对我校学生近三年的心理咨询需求情况、有自杀意念学生的

心理状况、近三年来我校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分析，旨在促进我校广大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探索出针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切实路径，以进

一步提高我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成效，为建设 “最关爱学生的大学”提供心理学

路径分析。

【关键词】关爱；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一、案例简介

为更好地服务、关爱学生，围绕办 “最关爱学生的大学”的目标，全面提

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引导广大学生认识自我、悦纳自我、关爱自我，学校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注重将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解决心理问题和解

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促进学生幸福成长、人人成才。发挥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预防—调节—发展”三级功能，及时发现问题，提前研判问题，有效地化解问

题，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

本案例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校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三年以来，我校学生心理咨询的需求和实际主动来进行咨询的情

况；其次分析了近三年来我校有自杀意念的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再次分析了近

三年来我校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旨在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视角，为以后在实际

工作中能够更好地关爱学生、服务学生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为我校建设最关

爱学生的大学提供心理学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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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

（一）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学生个体心理咨询情况总览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学生个体心理咨询情况

咨询情况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学生个体咨询人数
男生 １２１ １７６ １９０

女生 １５４ ２３９ ２８７

总计 （人） ２７５ ４１５ ４７７

学生总人数 １５８３７ ２３９６２ ２５２９８

主动咨询人数占在校生人数比率 １７３％ １７３％ １８９％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级ＵＰＩ中６１－６４题做肯定答复的人数分布

题　目
２０１１级

（ｎ＝６５１５）

２０１２级

（ｎ＝６４２７）

２０１３级

（ｎ＝６８７３）

感到在自身健康方面有问题的人数 １１７０ １０６８ １１４５

曾经觉得心理卫生方面有问题的人数 ９４５ ８４０ ８５４

有健康或心理卫生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人数 １７９２ １５３７ １４８４

曾经接受过心理卫生的咨询和治疗的人数 ４３９ ４７７ ４２７

从表１和表２中可以看出，近三年以来，我校主动咨询健康或心理卫生方面

问题的人数虽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实际咨询人数占在校生人数的比率仍然很

低；实际咨询人数与有咨询意愿人数的比率也较低；学校内存在一定比率的学生

感觉自身有健康方面和心理卫生方面的问题，也有学生接受过心理卫生和咨询的

治疗。从表２中明显可以看出，曾经接受过治疗的学生人数只占自身感觉有问题

的一部分，同时，也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想咨询有关健康或心理卫生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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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１１—２０１３级有自杀意念的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３级有自杀意念的学生人数比较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级有自杀意念的人数统计

年　级 ２０１１级 （Ｎ＝６５１５） ２０１２级 （Ｎ＝６４２７） ２０１３级 （Ｎ＝６８７３）

有自杀

意念的人数

ｎ＝１３１ ｎ＝１２６ ｎ＝１２２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４５ ８６ ４０ ８６ ４９ ７３

自杀意念比例 ２０１％ １９６％ １７８％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１级有自杀意念的人数为１３１，占总人数的２０１％；

２０１２级有自杀意念的学生人数为 １２６，占总人数的 １９６％；２０１３级有自杀意念

的学生人数为１２２，占总人数的１７８％。近三年以来，我校有自杀意念的学生在

性别分布上女生人数高于男生。数据统计中女生比男生人数多，主要原因是我校

是师范类院校，师范类院校男女生比例不平衡，女生人数明显多于男生人数。

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级有自杀意念的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分析

表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级有自杀意念的学生心理状况

２０１１级 ２０１２级 ２０１３级

因　子 人　数 ％ 因　子 人　数 ％ 因　子 人　数 ％

强迫症状 ４６ ３５１１ 强迫症状 ９４ ７４６０ 强迫症状 ９６ ７８６９

抑郁 ４３ ３２８４ 抑郁 ８３ ６５８７ 抑郁 ８１ ６６３９

人际关系 ２４ １８３２ 人际关系 ８５ ６７４６ 人际关系 ７２ ５９０２

其他 ２３ １７５６ 其他 ７９ ６２７０ 其他 ６９ ５６５６

焦虑 ２２ １６７９ 焦虑 ６９ ５４７９ 焦虑 ６８ ５５７４

偏执 ２１ １６０３ 偏执 ５７ ４５２４ 偏执 ６４ ５２４６

精神病性 １９ １４５０ 精神病性 ６４ ５０８０ 精神病性 ５８ ４７５４

敌对 １９ １４５０ 敌对 ５６ ４４４４ 敌对 ６３ ５１６４

恐怖 ２１ １６０３ 恐怖 ５４ ４２８６ 恐怖 ４９ ４０１６

躯体化 ７ ５３４ 躯体化 ４７ ３７３０ 躯体化 ４０ ３２７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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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
１１
—
２０
１３
级
有
自
杀
意
念
的
学
生
与
无
自
杀
意
念
的
学
生
差
异
比
较

２０
１１
级

２０
１２
级

２０
１３
级

有
自
杀
意
念

（
ｎ
＝
１３
１）

无
自
杀
意
念

（
ｎ
＝
６
４１
５）

ｔ
有
自
杀
意
念

（
ｎ
＝
１２
９）

无
自
杀
意
念

（
ｎ
＝
６
２４
０）

ｔ
有
自
杀
意
念

（
ｎ
＝
１２
２）

无
自
杀
意
念

（
ｎ
＝
６
７５
１）

ｔ

敌
对

１
８４
７
±
０
５８
５
１
７６
８
±
０
５２
３

１
５５
２

２
０３
３
±
０
７２
５
１
３１
０
±
０
４０
１

１１
１
９７




２
０１
３
±
０
７１
１
１
３０
６
±
０
３９
４
１０
９
８６




焦
虑

１
５０
５
±
０
５３
７
１
４１
７
±
０
４２
７

１
８８
３

２
１７
１
±
０
７３
５
１
３７
９
±
０
４２
３

１２
１
０１




２
１３
２
±
０
６９
１
１
３４
９
±
０
４２
２
１２
５
１９




精
神
病
性

１
８４
７
±
０
４７
２
１
３７
５
±
０
３７
６

２
９４
１



２
０５
２
±
０
６７
４
１
４１
０
±
０
３７
０

１０
６
９９




２
０７
４
±
０
７０
９
１
３１
６
±
０
３６
２
１１
８
００




恐
怖

１
４４
０
±
０
４７
１
１
３７
３
±
０
４３
８

１
６１
５

１
９２
３
±
０
６６
５
１
３４
７
±
０
４５
１

９
７２
２



１
８４
８
±
０
６４
５
１
３２
２
±
０
４３
３
９
０１
８



偏
执

１
４７
６
±
０
４４
６
１
４０
６
±
０
４１
９

１
８０
０

１
９９
０
±
０
６７
０
１
３３
８
±
０
４０
１

１０
０
９７




２
０６
７
±
０
６７
３
１
３１
８
±
０
３８
９
１２
２
９３




强
迫
症
状

１
４１
０
±
０
４１
７
１
３７
０
±
０
４２
１

１
０９
７

２
４７
１
±
０
７０
４
１
７４
１
±
０
５３
２

１１
６
４２




２
４５
２
±
０
６７
９
１
７０
９
±
０
５１
６
１２
１
０３




躯
体
化

１
２７
３
±
０
３３
５
１
２４
５
±
０
３３
２

０
９５
９

１
７７
７
±
０
６４
２
１
２２
３
±
０
３２
８

９
６９
４



１
８０
９
±
０
６９
５
１
２１
５
±
０
３３
１
９
４３
５



人
际
关
系
敏
感

１
６４
５
±
０
５３
６
１
５７
０
±
０
５０
１

２
４５
１

２
３３
０
±
０
７４
４
１
４９
７
±
０
４９
２

１２
５
６３




２
２６
３
±
０
７５
７
１
４６
７
±
０
４７
５
１１
６
１１




抑
郁

１
５６
６
±
０
５３
８
１
４３
３
±
０
４４
４

２
８４
１



２
４１
９
±
０
７５
９
１
３８
２
±
０
４４
８

１５
３
３５




２
３３
９
±
０
７０
９
１
３４
５
±
０
４２
５
１５
４
７５




其
他

１
４５
１
±
０
４７
５
１
４０
１
±
０
４２
０

１
２０
４

２
１７
２
±
０
６４
４
１
３５
５
±
０
４０
６

１４
２
４０




２
１３
±
０
６７
６
１
３２
９
±
０
３９
３
１３
０
７６




总
分

１３
６
８６
±
３７
２
５４
１２
９
３６
±
３２
０
５１

２
３０
３

１９
３
５１
±
５１
９
７４
１２
５
５２
±
３２
１
９３

１４
６
８４



１２
６
３２
±
３３
９
５５
１２
４
５０
±
３３
１
０５
１４
５
１７




（
注
：

ｐ
＜
０
０５
，


ｐ
＜
０
０１
，



ｐ
＜
０
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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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
１１
—
２０
１３
级
贫
困
生
与
非
贫
困
生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分
析

２０
１１
级

２０
１２
级

２０
１３
级

非
贫
困

（
ｎ
＝
３
２２
３）

贫
困

（
ｎ
＝
３
３２
３）

ｔ
非
贫
困

（
ｎ
＝
３
４６
４）

贫
困

（
ｎ
＝
２
９０
５）

ｔ
非
贫
困

（
ｎ
＝
３
４６
４）

贫
困

（
ｎ
＝
２
９０
５）

ｔ

敌
对

１
３７
７
±
０
４４
２
１
２６
１
±
０
３４
９

－
１
２０
４

１
３１
１
±
０
４１
８
１
３４
０
±
０
４２
６

－
２
７２
０

１
３１
０
±
０
４１
３
１
３２
７
±
０
４１
２

－
１
６７
１

焦
虑

１
４１
４
±
０
４４
７
１
４４
３
±
０
４５
３

－
２
５８
１

１
３６
５
±
０
４３
４
１
４３
０
±
０
４７
５

－
５
６８
３



１
３４
１
±
０
４２
８
１
３８
９
±
０
４８
２

－
４
４２
８

精
神
病
性

１
３８
０
±
０
３６
９
１
４０
０
±
０
３９
５

－
２
０１
１

１
３２
５
±
０
３７
０
１
３９
０
±
０
４１
１

－
６
６２
２



１
３０
６
±
０
３６
６
１
３５
８
±
０
４０
２
－
５
６１
６



恐
怖

１
３７
２
±
０
４４
５
１
３９
９
±
０
４６
０

－
２
３６
３

１
３２
８
±
０
４４
４
１
３９
５
±
０
４８
２

－
５
７５
９



１
３１
３
±
０
４３
５
１
３５
２
±
０
４５
１
－
３
７３
８



偏
执

１
４１
７
±
０
４３
７
１
４２
０
±
０
４２
６

－
０
１９
２

１
３４
７
±
０
４１
６
１
３５
６
±
０
４２
１

－
０
８２
４

１
３２
８
±
０
４０
８
１
３２
４
±
０
４０
６

－
０
６４
６

强
迫
症
状

１
７６
８
±
０
５３
８
１
７９
８
±
０
５３
４

－
２
２３
７

１
７１
０
±
０
５１
７
１
８０
９
±
０
５１
２

－
７
２５
０



１
６９
１
±
０
５２
０
１
７５
８
±
０
５３
７

－
５
２１
０

躯
体
化

１
２４
９
±
０
３４
６
１
２６
１
±
０
３４
９

－
１
４７
５

１
２１
５
±
０
３２
８
１
２５
７
±
０
３６
４

－
４
７８
７



１
２０
６
±
０
３２
７
１
２４
９
±
０
３７
２
－
５
１１
５



人
际
关
系
敏
感

１
５７
７
±
０
５２
６
１
６０
０
±
０
５１
３

－
１
７７
９

１
４６
７
±
０
４９
２
１
５６
７
±
０
５３
０

－
７
７８
２



１
４４
０
±
０
４８
０
１
５３
０
±
０
５０
２
－
７
５８
７



抑
郁

１
４４
３
±
０
４７
２
１
４６
７
±
０
４８
０

－
２
０５
６

１
３６
１
±
０
４４
２
１
４５
３
±
０
５１
３

－
７
６５
５



１
３３
６
±
０
４３
３
１
３９
４
±
０
４６
９
－
５
３２
５



其
他

１
４１
０
±
０
４３
３
１
４２
４
±
０
４４
５

－
１
３０
４

１
３４
６
±
０
４０
３
１
４０
１
±
０
４５
２

－
５
１０
３



１
３３
１
±
０
４０
７
１
３５
８
±
０
４２
０

－
２
７５
２

总
分

１２
９
７９
±
３３
８
４９
１３
１
６２
±
３３
８
０２

－
２
１８
２

１２
４
１５
±
３２
２
４７
１３
０
１０
±
３５
７
９５

－
６
９７
４


１２
４
３５
±
３２
５
７９
１２
４
７７
±
３３
７
５８

－
０
５２
４

（
注
：

ｐ
＜
０
０５
，


ｐ
＜
０
０１
，



ｐ
＜
０
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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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４可看出，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有自杀意念的学生在 ＳＣＬ－９０的

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因子上的人数最多，应该加大对大学生在强迫、人际

关系、抑郁状况上有显著特征的关注力度。

从表５可看出，２０１１级具有自杀意念的学生在 ＳＣＬ－９０的总分和精神病性、

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因子上与无自杀意念的学生存在显著差异，且具有自杀意念

的学生比无自杀意念的学生在各因子上平均分高，说明有自杀意念的同学心理健

康水平较低。２０１２级具有自杀意念的学生在 ＳＣＬ－９０的各因子得分以及总分与

无自杀意念学生的各因子得分及总分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且具有自杀意念的学

生比无自杀意念的学生在各因子上平均分高，说明有自杀意念的学生心理健康水

平较低。２０１３级具有自杀意念的人在 ＳＣＬ－９０的各因子得分以及总分与全体学

生的各因子得分及总分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总体来说，具有自杀意念的学生比

无自杀意念的学生在各因子上平均分高且差异显著，说明有自杀意念的学生心理

健康水平较低。

（三）２０１１—２０１３级贫困生和非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分析

从表６可以看出，２０１１级不同家庭经济情况的学生在 ＳＣＬ－９０的各因子得

分和总分上无显著差异。２０１２级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学生在 ＳＣＬ－９０的敌对、

焦虑、精神病性、恐怖、强迫症状、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其他因子得

分和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且贫困生的平均分高于非贫困的学生。２０１３级不同

家庭经济状况的学生在 ＳＣＬ－９０的焦虑、精神病性、恐怖、偏执、强迫症状、躯

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其他因子得分上差异显著，且贫困生的平均分高于

非贫困的学生。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贫困生的平均分都高于非贫困生，说明贫困生

在ＳＣＬ－９０差异显著的各因子上的特征表现比非贫困生更明显，要加大对贫困生

心理健康的关注力度。

三、案例反思

我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本着优化学生人格、提高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与健康成长的工作目标，在建设 “最关爱学生的大学”理念的引领下，

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做了如下心理学路径探索。

（一）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学生范围亟待拓展

有咨询意愿的大学生占实际主动来进行咨询的学生的比率较小。从研究结果

可以看出，有很大一部分的学生有咨询意愿，但是实际上主动来进行心理咨询的

学生仍然很少。学校层面还应该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力度，要每年不定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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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有关心理学的相关讲座，教育学生正确认识生命、珍爱生命、理性看待心理

咨询等内容；同时，也要开设更多和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课程，使大学生可以充

分了解心理危机干预的知识和方法，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危机的应对

能力。

（二）促进贫困大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

从前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我校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要明

显低于非贫困生，因此，要加大对贫困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力度。

（１）健全贫困大学生的资助体系。首先要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其次要

完善勤工助学系统，再次要扩大奖学金的覆盖面。

（２）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 “文艺、体育、学术”为平台，提升校园文化

影响力，通过营造平等、和谐、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提升贫困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

（３）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对贫困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消除其

心理问题的重要方法。陈秀珍的研究表明团体心理辅导确实能够提高贫困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此外，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要早发现、早干预。要帮助贫

困大学生冲破贫困对自身认识的束缚，要让他们意识到 “经济贫困”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心理贫困”，不要因为贫困而丧失追求理想和实现抱负的信心，要用

清贫来磨炼个人的意志。

（三）加强对明显有自杀意念学生的心理症状的关注

有自杀意念的学生比无自杀意念的同学的 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平均分高，说明有

自杀意念的同学心理健康水平较低。有自杀意念的学生的 ＳＣＬ－９０上的强迫症

状、人际关系、抑郁等因子的分数较高，且近三年来这三个因子均居前三位。因

此，要加大对有自杀意念学生的人际关系、抑郁状况的关注力度。

（１）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应积极约谈有自杀意念的学生，从而协助来访

者更好地处理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同时，也要定期对在校大学生的自杀意念进

行筛查，对有自杀意念的高危人群进行长期监测，做到及时发现和干预，尽量减

少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发生。

（２）让有自杀意念的学生增强其主动来访的意愿。通过学校各类与心理健

康有关的活动普及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使其对心理咨询有正确的理解和认

识，主动选择心理咨询，寻求帮助，更好地解决心理问题。

（四）进一步提升各学院辅导员和班主任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

各学院要更进一步提升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认识，提升辅导员和班主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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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水平，加强对这支队伍的专业培训。各学院的辅导员和班

主任在开展日常工作中，除了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以外，还应该准

确掌握重点学生人群、重点的心理问题，使心理健康教育日常工作的开展更具针

对性、实效性和科学性，真正地走进学生的心灵深处，让学生感受到爱的力量和

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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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班级建设　构建关爱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全面帮扶体系

云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刘宗立

【摘　要】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现象较为普

遍，经济困难学生的比重大在师范院校中尤为突出。本文从我校某班级关爱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案例入手，进一步思考如何加强资助的育人功能和班级建设，旨

在推动关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帮扶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班级建设；关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体系

一、案例简介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我校提出办 “最关爱学生的大学”和 “最好的本科大学”目标，

对学生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学生家庭经

济困难的现象较为普遍，经济困难学生比重大在我校表现得尤为突出。 ××学院
２０１０级 ××班共６９位同学，其中，６０位来自云南省内，其他分别来自广西、湖

南、吉林等省区，７０％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在刚

入学第一年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中，共５７人申请认定，其中，被认定为 Ｂ级的

有４８人，Ｃ级的有７人。为此，学院和班主任高度重视，在学分制淡化班级概

念的形势下，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班级认同教育和文化建设，构建班级帮扶体

系，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案例分析

从 ２０１０年入学至今，经过师生 ４年的共同努力，该班级学风正、情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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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被评为校级、省级先进班集体。４年间，有 １人获得国家奖学金、３人获得

省政府奖学金、１５人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３人获得省政府励志奖学金，有１４０

余人次经济困难学生获得国家助学金、学费减免、校级助困金、伍达观助学金、

红河助学金、经济困难临时补贴等，班级没有一位同学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受到歧

视，构建了较好的关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体系。其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

（一）班主任以身作则

该班班主任系青年博士，从一页页翻看新生基本情况登记表到第一时间赶往

学生突发事件现场，怀着仁爱之心尽职尽责做好班主任工作。４年间，坚持定期

召开主题班会、定期召开班委会、定期走访学生宿舍、定期与学生座谈。

（二）树立班集体精神

该班级注重培养集体精神，将 “维护班集体荣誉、关爱班集体成员”作为

班级工作原则，将 “不抛弃、不放弃”作为班级工作信条，形成浓厚的集体荣

誉感和成员亲情感。

（三）搭建能力提升平台

该班级鼓励经济困难学生参加校院各级学生组织，参加各类校院学生活动、

讲座等，并建立班级 ＱＱ群、飞信群等，即时主动推送、播报校院活动和项目，

为经济困难学生搭建能力提升平台。

（四）建立班级帮扶机制

为增强帮扶的针对性、提升帮扶效果，班级在开展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和奖助

学金评选的基础上，建立班委、学生党员、校院二级学生干部 “一对一”帮扶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机制；拟订班级评选细则，实现以奖促学、以助扶困，形成了

积极向上的班级风气；发挥宿舍长功能，明确 “关爱本宿舍经济困难学生是宿舍

长重要职责之一”，做好对经济困难学生学习、生活、心理状况的观察和帮助。

（五）学院的关心支持

学院认真开展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公开、公平、公正地开展奖助学金评选和

发放工作，积极为困难学生办理助学贷款等；为鼓励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努力、拓

展综合能力，学院设立学习进步奖、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综测单项奖、大学

英语六级奖、门捷列夫专业奖等，设置学院勤工助学岗位，并针对临时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给予临时经济困难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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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反思

（一）加强帮扶力度，完善帮扶体系建设

在国家和省政府的政策指导下，要进一步细化经济困难认定指标，完善以

“奖、助、勤、贷、补、免”为主体，辅以开展提高贫困生能力项目的帮困助学

体系，加大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帮扶力度；坚持以学生为本，切实解决广大经济困

难学生关注的重要问题，以关爱学生为主旨，实现对学生的物质关怀、学习关

注、生活关心、心理关爱、情感关联；最大限度调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工作责任，以实际行动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困难；搭

建学生工作之家，开辟思想政治教育新战线，推进面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打造校园文化精品活动，在学生的成长路上树一面旗、帮一把力、送一分光，引

导他们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成长。

（二）注重班级建设，形成共同关爱氛围

班级是大学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学生学习、生活、成长的基本点，是人文素

养和精神品质的传递者。班级建设直接影响经济困难学生能否健康发展。在班级

建设中，应注重基本制度建设、共同文化和价值追求的培育，形成积极向上、互

帮互爱的氛围，最终达到培养大学生健全人格的目的。

在通过班级建设构建关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体系的过程中，应增强帮扶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校院二级学生干部、班委、学生党员、宿舍长等的

作用，开展 “一对一”生活帮扶、“一帮一”学习互助等，重点培养经济困难学

生的团队精神、集体意识，挖掘典型事迹并加大宣传力度，形成 “共同关爱、共

同进步、共同成长”的良好学习氛围和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

（三）拓展资助功能，发挥资助育人合力

要尊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隐私，注重帮扶的方式方法，为他们的健康成长

营造平等、公正、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不能

仅满足于把钱发到学生手上，还要充分发挥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减少受助学生

的心理压力，做到既在经济上帮助学生，又在精神上培育学生、在能力上锻炼学

生，实现资助与育人的双重功能，达到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 “经济上脱贫、精

神上解困”的目标。

扶人先扶志，思想政治教育要先行。通过开展正面教育和心理援助等，塑造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健全人格。要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明白，资助是社会主义优

越性的体现，是党和国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而不是廉价的同情和施

·３１·


关爱成长

1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