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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中小学学生资助工作中德育渗透方式的研究》

结 题 报 告

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教育局 陈恒艳 袁慎刚 胡佳

摘要：论文就课题《贫困地区中小学学生资助工作中德育渗透方式》

的研究过程及成果做了介绍，梳理了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九年制学校

在学生资助工作中德育渗透的主要工作做法以及开展的相关活动，总结

了学生资助工作中德育渗透工作的意义、目标、方式，探索出了一套适

合贫困地区中小学的学生资助工作德育渗透方式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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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学生资助政策是科教兴国政策的重要保障，也是精准扶贫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助实施过程中，单纯物质资助的问

题与不足也逐渐凸显，部分受资助对象缺乏家长培育孩子的内

在需求，学生和学生家长没合理利用学生资助资金；部分受资

助对象不勤奋努力，滋生等和要的惰性思想；部分受助对象不

能体会到资助政策的关怀与温暖，在接受资助的时候没有产生

感恩之情，将来很好地回馈社会的可能性也不高，这将直接影

响到资助育人目标的实现。所以，如何通过德育渗透帮助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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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对象树立信心、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品

行应当是学生资助要研究的重要工作。

研究目的：通过研究，探索出一个适合于广大农村中小学

资助工作的德育渗透形式。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贫困地区中小学学生资助工作中德育渗透方式。包括：总

体的渗透形式、资助各个阶段采用的渗透形式、这些工作最有

效的操作方式。

（二）研究方法

1.实验法：结合资助进行相应的探索、实验，在学校小范

围内进行方法探索。

2.个案研究法：选择部分有典型的资助对象，研究德育渗

透效果。

3.调查法：通过对资助工作人员、受资助对象有目的的调

查，来探索更合理的渗透方法。

（三）研究思路

1.学生资助中心以学校的名义，制定“十星级”受助学生

评价方案与评价细则。从受助学生提出申请、使用资金、到上

进状态、回馈班级学校等环节，对受资助学生进行量化评价。

通过审核、学校公示、表彰、约谈等多种方式对受资助学生进

行管理，跟踪分析相应评价方式对学生的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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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社会资助和学校重要工作，设计多个渗透方案，通

过比较，找出操作简单、双方都易于接受的方式。

三、课题研究的过程

（一）第一阶段（2018 年 6 月——2018 年 12 月）

对课题研究的可行性全面论证，填写课题申报表，相关部

门审批，呈送湖北省课题规划办公室申请课题立项。收集、整

理研究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九年制学校学生资助中德育开展的

相关资料，完成第一次研讨。

（二）第二阶段（2019 年 2 月——2019 年 6 月）

进行第二次研讨，收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和遇

到的问题，解决问题，形成文字素材并汇总研讨，完成第一次

局部调查分析报告。

（三）第三阶段（2019 年 7 月——2019 年 12 月）

完成第二次问卷调查，进行局部问题的分析，形成文字材

料并装订成册，整理完成第二次局部调查分析报告。

（四）第四阶段（2020 年 2 月——2020 年 6 月）

1.对已有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归类、分析，总结研究效果，

为研究报告撰写提供丰富、详实的资料。

2.完成研究报告、工作报告的撰写工作。

3.收集、整理选编课题组研究的优秀教案、论文及典型课

件，为结题做好准备工作，申请结题。

四、研究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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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主要以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九年制学校

为实验对象，通过对该校学生资助过程中德育渗透工作体系的

建立、过程的实施、效果的反馈、个案的研究等形式，形成贫

困地区中小学学生资助中德育渗透方式的文字材料。

（一）研究小组参与制定了“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九年

制学校学生资助德育管理评价体系”。

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是全国“十星级”文化的发源地。

经过多年的探索，现已形成了以“十星级文明村”、 “十星级

文明单位”、 “十星级文明个人”评选为体系的“十星”文化。

在学校内已经形成了以“十星班集体”、“十星宿舍”、“十星学

生”、“十星团员”、“十星少先队员”为体系的“十星校园文化”。

这些评选活动，早已有固定的模式，在对学生的习惯与品行量

化激励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研究小组通过对具体情况的分析，制定了《湖北省竹山县

麻家渡九年制学校学生资助德育管理评价工作方案》，将受资助

学生纳入到“十星学生”评价体系之中。

此方案对原有学生评价十星：“勤奋学习星、安全守纪星、

文明礼仪星、爱护公物星、卫生环保星、身心健康星、个性特

长星、诚实守信星、勤俭节约星、管理服务星”之中的第六星

“身心健康星”调整为“争先进位星”。调整的这个星主要是评

价，学生在综合成长方面的上进情况。二是建立专项的受资助

学生评价体系。主要从资助使用、感恩行动、成绩提升、品行



- 5 -

提升、综合成长几个方面进行考评。

（二）研究探索出“六个一”为核心内容的成长引领方式。

贫困带给孩子的，除了生活窘迫外，更有心理方面、品德

方面、个人能力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六个一”的考核，主要是

基于培养受助学生生活信心、个人能力、社会公德心。“六个一”

具体内容如下：

1.参加一个兴趣班。

相当一部分贫困孩子，因为受家长文化素质、成长环境的

影响，在学习成绩上也比较落后。单一的学业评价模式下，这

些孩子很难找到自身的优势，从而失去自信心，所以要让这些

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其找到自信心。形式多样的兴趣

班，让孩子总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活动，在活动中自己的才

智、特长会自然展现出来。当孩子认识到自己的才智、特长时，

自信心才会增长。

给孩子们更多的平台。我校结合乡村少年宫，开办了近 40

个兴趣班，这里有运动类的足球班、篮球班、乒乓球班等，有

艺术类的书法班、绘画班、腰鼓队、合唱队等，有信息技术类

的创客班、计算机班；有表演类的舞蹈班、演讲班等。不同类

型、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能够学会的项目；让每个孩子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活动，都

能拥有自己的才艺特长、都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跳出单一的

成绩评价，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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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一项劳动技能。

部分贫困学生，因从小缺少相应的劳动锻炼，身上沾染了

游手好闲的毛病，养成了甘心落后的心理。依国家教育方针中

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学校结合农村的特点，

安排诸如：学会做饭、学会洗衣服、参与养鸡养猪、承担洗碗

扫地、学会清洁家具物品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让他们学会基

本的生活技能，锻炼他们的吃苦耐劳的品质。

3.习得一种良好品质。

引导学生内心向善、培养学生阳光个性，品德是关键。我

们在学期开始就针对每个学生做专题分析，通过深入剖析，让

学生明白自己身上已有的优秀的品质，发掘潜在的良好品质，

改掉不良的品行。在新的学期，在改掉一个不良品行的同时，

一定要培养一个品德闪光点。品德的培养，更讲究 “习”，即

反复实践。

4.展示一项特长。

因为生长环境先天不好，贫困孩子往往容易自卑。怎样在

自信的路上“推他们一把”，我们设计的是采用展示的方式。为

给学生提供展示的平台，我们开展了 “我的理想”励志演讲，

“我的成长故事”故事比赛，“校园歌曲比赛”“快乐的学校生

活”主题朗诵”等活动，让孩子们在展示中培养自信的品质。

5.参加一次社区义务劳动。

资助工作，不是单纯地给予。我们更希望看到，在将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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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孩子长大了有能力了，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回报社会。这种

感恩之心不是长大了就会自然产生，他需要我们采用一定的方

式进行培养。我们设计的方案就是让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走

进社区”义务劳动。目前，我们设计的有“给孤寡老人送温暖”

活动，与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将生活资料送到老人家中，再帮助

老人收拾屋子、做饭、洗衣服，在这些活动中，学生真实地感

受到自己的行动能给他人和社区带来美好。

6.写一封感谢信。

这些孩子有的接受的是社会资助，和资助人见过面的，大

部分是国家资助。没有开展活动前，大部分学生不明白资助资

金来源是什么。我们就开展相关教育，给他们播放宣传片，让

他们看到助学基金是哪些人捐的钱，这些人为什么要捐钱，他

们为了让贫困孩子上学付出过什么样的努力，他们中有许多人

吃了不少苦，捐出了许多钱，但自己仍过着清贫的生活。

五、研究成果

通过对相关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和对试点学校的探索，课题

组形成了“成长引领为主+综合考评为辅”的学生资助德育渗透

模式。

（一）成长引领为主

受资助的学生都是经济困难家庭，这样的家庭里面，有许

多不仅是眼前的经济困难，更多的精神上没有自主奋斗的志向，

从而让“等、靠、要”的思想占了上风。只有让受资助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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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地成长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让他们学习提升，

将来能找到好的工作；要让他们思想上进，将来成长一个有担

当的人；要让他们的个性阳光健康，将来能够回报社会。受资

助德育工作，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建立成长引领机制，让学生在

活动中找到自身的价值。

1.导师引领制度。

思想的成长过程中，人生目标和定位是源动力。无论是能

力还是品质都不会凭空的增长，合理的目标定位能调动学生对

理想追求的动力，在对理想的追求过程中，能力、品质才能得

以成长。作为贫困家庭，受到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父母受教

育程度的影响，他们的人生目标往往不够准确。许多家庭在教

育孩子时，只注重眼前家庭困境，以短期内改变经济状况为目

标；许多家庭因为家长眼界不够，不考虑孩子自身特点，盲目

地给孩子设定目标；还有些家长无视孩子现有水平，给孩子设

定了过高的目标。这些不适合孩子的目标，有些会将孩子引向

歪路，有些会压垮孩子的自信，有些会让孩子茫然无措。

（1）导师引领制：就是给每个学生配备一名导师。由导师

来给学生提出人生目标建议，在与学生达成共识后，监督成长

过程、定期进行考评，一个老师可引领多名学生。

（2）导师的配备原则：一是思想素质和个人修养高、有亲

和力的老师；二是尽可能安排学生熟知人员，如班级任课老师

或同村同片的老师。三是学生可自主选择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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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师工作内容：一是深入了解学生，含家庭状况、学

习成绩、个人特长等；二是与学生建立的联系，让学生接纳自

己；三是给学生的人生目标提出科学的建议；四是关心学生成

长过程。

2.活动引领制度。

学生的成长不是单纯的接收与积累，品质与能力还得在活

动中得到提升。特别是贫困学生，受到成长环境的限制，许多

才能没有显示出来，个人自信不足，成长的动力也就不足。课

题组结合通过对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九年制学校工作的活动

课程开展研究，总结出“活动引领助成长”的德育机制。

活动的概念：这里的活动是指课堂教学之外的，学生可以

自主参与，需要学生动手动脑参与的活动。

活动可分为两类：一是全面成长计划。这是针对全体学生

的，既有受资助的学生，也有其他的学生。可结合学生人数和

学生特点来设置兴趣小组，如足球队、篮球队、书法班、绘画

班、创客班、音乐表演等。这个活动旨在让每个孩子在才艺方

面都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与自己的特长，同时，跳出单一的成

绩评价，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二是专项活

动计划。针对受资助学生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如每

学期结合学生资助，开学时可做“资助伴我成长”的启动仪式；

中途可开展如“励志演讲”“我的成长故事”“校园歌曲比赛”“感

恩主题朗诵”“走进社区”等活动；学期结束时，可做“资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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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总结会。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深入了解资助活动的内

涵、要求，并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能力，进行诚信教育与感恩

教育。

（二）考评激励制度

德育需要用一定的方法来激励学生，让学生每一点成长都

能得到肯定，从而让其产生向上的动力。有了这种动力才能不

断地自我优化。考评可从以下方面进行：

1.基本考评项目：“六个一”活动。

对于所有受助学生，资助管理工作要让学生明白“资助是

暂时的，未来靠自己”，个人成长才是未来摆脱困境的根本方式。

学校对受助对象进行最基本的考评就是“六个一”：参加一个兴

趣班、培养一项技能、寻找自己的一个闪光点、参与一项展示

活动、参加一次社区义务劳动、写一封感恩信”。

“六个一”展示平台由学校提供，在活动设置与时间安排

上，尽可能考虑到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难度不宜太大。

考评以学校为单位进行，评价过程分“个人自评——小组

互评——班级审核——学校表彰”四个阶段进行。

2.实施自强学生奖励制度。

结合学生管理，增设“自强学生奖”，对于家庭贫困学业优

秀者和学业大幅提升者、在特色活动中获奖者给予表彰；利用

好上级自强表彰奖励，积极争取社会力量进行表彰。除物质奖

外，学校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与社区结合，与学校文化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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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办法，让获奖者自强不息的精神得到弘扬。

3.抓好“星级评价”。

德育工作的渗透应当是以养成教育为主导，以激励与监督

为手段。实施的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宣传的阶段，要强调

资助的目的在帮助渡过难关，想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努力；

在评星阶段，要让学生明白得星与失星的原因；在结果运用阶

段，做好优秀学生的表彰，小问题的谈话教育，大问题的警示

批评。同时，可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挂钩。

（三）主要创新点

1.形成受资助学生个人成长情况评价体制。

受资助学生在学业上的努力情况、感恩行动情况、诚信做

人的情况、综合素质增长情况，将形成完整的考评机制。全方

位反应受资助学生个人成长情况。

2.形成受资助学生个人成长激励机制。

资助发放学校负责对受助学生进行管理。合理利用评价结

果，通过对成长优秀的学生表彰、奖励，和对问题受助学生的

督促、关心、帮助，促进受助学生的整体成长。

3.将资助与日常管理与关爱相结合。

将受资助学生的管理与关爱纳入了学校的日常工作，使此

项工作日常化。让受资助学生能够得到长期的持续的管理与关

爱，从而促使他们从个人品德、人格修养等方面的全面提升。

六、课题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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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的问题

1.在两年多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学校的工作头绪较多，研

究人员教学工作任务繁重，调查研究量表使用很少，尤其对不

同学段受助学生个体关注缺乏必要的研究。

2.良好品德的形成靠的是长期的养成教育，成败与否在于

能否长期坚持，能否做好落实。学校在制定受助学生工作方案

时候要与学校的常规管理工作结合，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抓

好关键点。

（二）今后努力的方向

1.进一步学习课题研究理论，掌握更多研究方法，提高课

题成员的科研水平。

2.进一步完善课题材料，收集更多实验数据，提高课题研

究成果的有力支撑。

3.联系实际、做好跟踪，以便检验资助育人德育渗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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