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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高校精准资助工作迎来了新的转型机遇。本

文深入剖析了应用型高校发展型资助面临的现实难题，如精准认定存在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队伍能力欠

缺、学生能力资助工作效果欠佳等。对此，本文提出了人工智能赋能优化的一系列创新路径，包括精准

认定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全方位资助育人体系构建、资助育人成效评估与优化机制。这些路径旨在借助

人工智能技术，提高资助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实现“解困–育人–成才–回馈”的良性循环，助推应用

型高校发展型资助工作智能化升级。 
 
关键词 

人工智能，应用型高校，发展型资助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Support for Applied Universities  
Enabl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iawen Wu 

Hertford College,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Mar. 10th, 2025; accepted: Apr. 7th, 2025; published: Apr. 15th, 2025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has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life, and 
the precision funding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ushered in a new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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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aced by application-
oriented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the lack of ability of the stud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team, and the poor effect of the stud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work.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innovation paths for AI empowerment optimization,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ll-
round funding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mechanism of funding edu-
cation effectiveness. These paths aim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funding with the 
help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chieve a virtuous cycle of “solving difficulties - educating 
people - becoming talented - giving back”, and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upgrading of development-
oriented funding work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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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公平是社会发展的基石，而高校资助工作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

界关注。然而，传统的资助模式因其固有的局限性，已难以满足当前高校精准资助的迫切需求。在此背

景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校资助工作正迎来新的机遇，推动资助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需求，促使学生资助体系进一步完善，从传统的保障型

资助逐步向发展型资助转变[1]。2017 年，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明确

提出，将资助育人纳入十大育人体系，逐步构建发展型资助体系，为高校资助工作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

向。本文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型高校发展型资助中的创新应用，通过系统分析当前资助工作面临的

核心挑战与瓶颈问题，深入探索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资助模式创新路径与实践策略，旨在为推进高校发展

型资助工作的精准化、智能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2. 应用型高校发展性资助工作面临的困境 

资助工作是应用型高校促进教育公平、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然而，当前应用型高校在发展型资助工作的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着资助对象识别精准度不足、资助方式

单一化、育人功能发挥不充分等突出问题，亟待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工作模式优化予以系统性改进。 
(一) 精准认定存在困难 
贫困生认定是学生资助工作的首要环节，其精准性直接关系到资助工作的实效性[2]。当前，应用型

高校普遍采用“家庭经济状况 + 在校表现”的复合认定模式，部分二级学院还会参考生源地民政部门的

意见，或开展实地线下家访，了解学生家庭困难情况。然而，由于传统认定流程耗时较长、程序繁琐，曾

有部分院校已简化认定程序，主要依赖申请人的书面陈述，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认定结果的准

确性。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部分学生因对家庭经济状况缺乏全面了解，导致实际困难

群体未能及时提出申请；其二，新生入学时间较短，同学间相互了解不足，致使民主评议环节中评议者

对被评议对象的具体情况掌握有限，影响了评议结果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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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生资助工作队伍能力欠缺 
应用型高校的学生资助工作通常由专门设立的工作组负责，但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管理人员配置不足

和人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由于负责学生资助工作的教师一般是由专职辅导员担任，他们工作压力较大，

同时还需完成其他学生管理工作[3]。然而，学生资助工作具有显著的复杂性：一方面，学校各年级班级

数量众多，学生基数庞大，导致资助申请人数众多且家庭情况各异；另一方面，民主评议小组的评议标

准与过程存在差异性。这种工作量大、情况复杂的现实，与负责教师身兼数职的现状形成矛盾，不仅影

响了负责资助工作教师的业务能力提升和工作体验，也导致资助工作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偏差，影响

了资助工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三) 学生能力资助工作效果欠佳 
首先，发展型资助中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途径较为单一[4]。虽然应用型高校普遍重

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依赖学科专业竞赛和专业实习实践两种途径，其他

培养渠道的开发和应用相对不足。这种单一的培养模式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实践需求，也限制了学生

实践能力的全面提升。其次，发展型资助中所提倡的职业发展能力培养内容缺乏实用性。多数学生反映，

学校现有的就业指导课程和相关活动对其职业发展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具体表现为课程内容与实际就

业需求存在脱节，活动设计缺乏针对性，难以有效满足学生的职业发展需求。这种实用性的缺失直接影

响了培养效果，也制约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职业竞争力的提升[5]。 

3. 人工智能赋能应用型高校发展性资助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生成式功能和自然语言处理能力，为发展型资助的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技术

支撑。通过将人工智能系统定位为资助工作教师的智能助手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导师，可

以有效推动发展型资助在物质帮扶、道德培育、精神引导和能力提升等维度的系统性创新。这种智能化

赋能模式不仅能够显著提升资助工作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更能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个性化、差异化

的成长支持，助力其实现全面发展。 
(一) 实现精准资助与优化物质资助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优化物质资助的形式与效能。当前，高校经济资助仍以助学金发放为主要形

式，其他资助方式覆盖面相对有限。在“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下，传统的无限制助学金发放模式对学

生劳动意识的培养作用较为有限。相比之下，勤工助学作为劳动教育与资助育人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

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获得经济支持，更能显著提升其劳动意识和实践能力。通过参与勤工助学，学生既能

获得经济报酬，增强自我价值感，又能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而，当前应用型高校资助工作主要依赖学生工作处下辖的资助部门的这一单一组织模式，尚未形

成教育系统内部全员参与、全过程覆盖、全方位协同的资助育人机制，导致勤工助学岗位存在数量不足、

类型单一、与专业匹配度低等问题。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可以有效整合校内外资源，

拓展勤工助学岗位的多样性和专业性。同时，通过智能算法分析学生的课程安排、专业特长和个人偏好

等因素，人工智能能够为学生精准匹配适合的岗位，并智能规划工作时间，确保学习与实践的平衡，从

而实现资助效益的最大化。 
(二) 加强精神帮扶和疏解心理困扰 
精神帮扶在发展型资助体系中具有战略性地位。摆脱贫困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支持，更需要思想意

识的革新。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内生动力，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实现物质富

足与精神富有的双重提升，是帮助贫困群体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关键。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

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健全人格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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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前应用型高校资助工作仍以物质帮扶为主导，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家庭环境导致的心理

困扰和精神需求关注不足，精神帮扶工作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致使发展型资助难以实现从“输血”到

“造血”的本质转变。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为摆脱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一方面，智能系统可以通

过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学生的心理状态，辅助资助工作者开展个性化的精神激励，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

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够协助工作人员设计系统化的励志教育方案，通过智能推荐、情景

模拟等方式，营造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切实提升精神帮扶的实效性。 
(三) 加强能力培养与创新工作范式 
能力培养作为发展型资助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

色[6]。人工智能的“加入”为这一领域带来了创新性突破，既为学生自我提升提供了智能化支持，也为

高校资助工作者的专业赋能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学生视角来看，人工智能依托海量数据资源，能够有效拓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知边界，通过

个性化推荐机制提升知识获取的针对性和效率。其内容生成功能不仅有助于知识的深度理解和内化，更

能促进学习维度的多元化延伸。作为智能化的学习伙伴，这类技术能够推动学习模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

探索的转变，引导学生基于个人兴趣和发展需求构建知识体系，从而培养其自主学习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消除因地域差异、经济条件和家庭环境等因素导致的教育资源鸿沟，

为推进教育公平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人工智能还为高校负责资助工作的教师提供了全新的工作范式，实现了常态化数据分析和风险预警

的有机统一。通过构建专业数据库并实时采集、更新学生的多维数据(包括学习表现、生活状况、家庭收

入情况等)，人工智能能够精准识别潜在风险群体，为资助决策提供及时预警和科学依据。这种基于数据

驱动的管理模式，显著提升了资助工作者对学生需求的洞察力和问题识别的准确度，使其能够制定更加

个性化的成长规划方案。同时，依托人工智能的评估反馈机制，资助措施得以持续优化和动态调整，从

而全面提升资助工作的精准度和实施效果。 

4. 人工智能赋能优化应用型高校发展型资助的创新路径 

(一) 人工智能赋能精准认定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构建精准认定体系是推进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的核心环节。借助人工智能，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

共享机制，推动数据开放共享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教学活动中多源数据的深度融合与跨域共享，是提

升资助效能的关键路径[7]。 
应用型高校应当以数智治理为引领，依托智慧校园建设，通过“数据驱动、智能赋能、治理升级”的

递进模式，实现精准识别与智慧资助的有机统一。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维度推进： 
一是创新“双线融合”认定机制。整合全国及省级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资源，采集学生家庭人口

结构、政策保障情况、历史受助记录等多维度数据，构建线上量化评估与线下民主评议相结合的认定模

式，实现精准识别、动态建档和靶向帮扶的闭环管理。 
二是构建动态化信息管理体系。通过对接学工、教务、校园一卡通等业务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算

法，实时追踪学生学业表现、行为特征和消费模式等关键指标，建立全方位、多维度的资助认定与管理

平台。 
三是探索智能化隐性资助模式。在确保应助尽助的基础上，创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隐性资助机制，

通过智能识别系统精准实施餐饮补贴、通讯补助、集体关怀以及突发事件应急资助等帮扶措施，充分彰

显发展型资助的育人效能和人文关怀[8]。 
(二) 人工智能赋能的全方位资助育人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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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可以实现了技术与数据的实时互联和智能驱动，为资助育人工作提供了

精准诊断、智能帮扶和动态反馈的全流程支持。应用型高校在资助工作中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通过智能化手段在学业发展、人际交往和能力培养等方面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系统性支持。首先，

实施思想引领工程。通过智能化融媒体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励志教育活动，优化学生资助新媒

体矩阵，利用微信、自媒体等平台传播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营造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实现资助育人

与网络育人的深度融合。其次，构建学业支持体系。运用人工智能中匹配技术，从优秀学生中选拔朋辈

互助成员，建立科学的学业帮扶机制和朋辈教育网络。通过构建跨学院、跨专业、跨年级的智能学习社

区，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业发展支持。再次，完善心理疏导机制。依托智能心理健康测

评平台，建立“学校–学院–班级–宿舍”四级联动心理支持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心理状况，为存在心理困扰的困难生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咨询服务。最后，创新就业帮扶模

式。建立健全相对贫困学生就业创业支持体系，运用智能算法优化就业指导服务，创新服务形式和内容。

通过构建数智化就业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精准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助力其实现高质量

就业[9]。 
(三) 人工智能赋能资助育人成效评估与优化机制 
育人成效是衡量应用型高校发展型资助工作质量的核心指标。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实现对资助

对象的全过程动态监测和育人成效的精准评估，为资助工作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 
一方面是建立典型培育机制。通过智能化评选系统，开展国家奖学金、励志成才典型、杰出校友等

评选活动，重点发掘和培育受助学生中的学业精英、公益先锋和创业典范。运用智能推荐算法，选树具

有亲和力、感染力和示范效应的先进典型，形成“典型引领、朋辈带动、整体提升”的良性循环。通过智

能化传播平台，实现“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示范效应，着力培养受助学生自强不息、诚实守信、

知恩感恩、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 
另一方面是构建成效评估体系。建立“一生一档”数字化成长档案系统，完整记录学生从资助认定

到毕业发展的全过程数据，包括资助方式、成长轨迹、职业发展等信息，形成资助育人的完整闭环。运

用智能分析技术，将学生的专业成长度、心理调适度、素养提升度和社会贡献度等关键指标进行量化分

析和可视化呈现，实现对资助育人成效的精准评估。基于评估结果，通过机器学习算法不断优化资助方

案，使其更加契合学生成长需求，提升资助工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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