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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当代青年特别是当代大学生具有了

施展人生才华的极为有利的历史机遇。为推动建设教育

强国，要进一步深入开展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真正确保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推动高等教

育的公平优质发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本文通过对江

苏8所高校部分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从

受助者角度评价当前政府、高校、社会资助宣传体系的

宣传途径、宣传内容、宣传效果，找到当前宣传工作可以

进一步优化的着力点，为资助政策落到实处建言献策。

高校要适应学生资助工作的新要求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已不仅仅着眼于

满足学生的生活需求、入学需求，它同样强调满足学生

的发展性需求，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

教育资源的均等。 [1]由此，也向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从横向来看，它强调了高校学生资助工

作与资助主体的交互性，更大程度上要求高校学生资助

工作以学生为本，了解学生需求，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

想，促进学生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从纵向来看，它强

调了高校学生资助体系与资助群体的匹配性，强调各高

校学生资助政策与高校整体情况的适应性，构建符合高

校学生资助群体实际情况的资助体系，最大优化学生资

助工作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的价值。

高 校 资 助 政 策 宣 传 工 作 作 为 高 校 资 助 工 作 的 重 要

组成部分，在高校的资助体系化工作中有着促进教育公

平、塑造高校形象和发挥育人作用的重要意义。[2]不同于

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工作，高校学生资助宣传具有明显的

宣传对象受益特点。而近年来，资助宣传面临的困境却

显然与这一特点恰恰相反。刘军指出，部分家长对助学

贷款的借贷认可度比较低，大多数家庭选择向亲戚朋友

借钱来补充学费缺口。[3]张思静则指出，朴实善良的农村

家庭对于惠民政策所持的态度是半信半疑的，甚至是全

然不知的。[4]由此也可窥见，高校学生资助宣传工作的困

境也恰恰是高校资助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让经

济困难的家庭了解资助政策、相信资助政策、享受资助

政策。

除此之外，资助宣传工作整体上也面临着各宣传途

径空间、时间隔绝所导致的宣传受众覆盖不全面、不及

时问题。客观来说，家庭困难学生的生源地，往往是交

通条件有限、资讯传达欠佳的偏远地区，各个地区的宣

传工作问题成因也往往具有差异性，从而使得宣传工作

调研改进的方案难以形成统一的规律。但资助宣传群体

却不仅仅只有家长，学生作为高校资助政策的直接受益

者，是每一次资助行为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也是走出

偏远地区与高校直接接触的群体。因此，有必要站在资

助政策受助者的角度，探究高校资助宣传工作在受助者

群体中的满意度，从而分析宣传途径的有效性，找到新

时代下高校资助政策宣传工作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工作路径优化研究
——基于江苏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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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宣传落实是开展精准资助的前提，本文通过对江苏8所高

校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线上问卷调查，比较不同的资助政策宣传方式对不同阶段的不

同群体的认知差异性影响，找出对资助政策认知产生偏差的原因，进一步优化高校学生

资助政策的宣传队伍、宣传途径、宣传内容、宣传效果，提升政策宣传的覆盖面与时效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