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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特征分析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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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党委学生工作部 ,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 　时下高校校园追求自立的呼声越来越高 , 许多大学生渴望接触社会 , 更多的在校生希望能够

获得实践锻炼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 , 勤工助学近几年在高校获得了持续发展 , 其重要性日益显现。本文以

浙江大学为例 , 对大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特征进行了分析 , 对于进一步推进高校勤工助学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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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工助学工作是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举措 , 是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方式 , 更是推进素质教育

的有效途径。

　　一、大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目的

近几年 , 愈来愈多的大学生投入到勤工助学活动之中。

以浙江大学为例 , 仅勤工助学指导部门 2005 - 2006 学年统

计的数据显示 , 学生参加校内勤工助学高达 17742 人次 ,

参加校外勤工助学也达到 3752 人次。在校学生勤工助学活

动的参与度如此之高 , 究其目的 , 主要有以下几种 : ①减

轻家庭负担。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对勤工助学有更为迫切

的需求 ; ②争取自立。随着社会的发展 , 更多的大学生利

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获取合法报酬 , 争取自行解决生活甚

至学习费用 ; ③锻炼成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希望通过勤

工助学工作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锻炼品格毅力 , 他们不

再满足于书本的理论知识 , 力求通过实践认识自身的不足 ,

以把握定位并针对性地弥补不足之处 ; ④接触社会。多数

学生渴望走出校园、接触社会 , 他们已经意识到校园只是

人生道路的一个驿站 , 社会才是最终的栖息地 , 这些学生

向往认识社会、了解社会。

　　二、对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学生的抽样问卷调查

为了更为准确地掌握我校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实

际情况 , 于 2006 年 12 月进行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考虑

到大四学生受到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以及就业等环节的影

响 , 参加勤工助学的时间并不充裕 , 因此将一年级、二年

级和三年级的本科生列为对象。设计问卷时 , 将以下四个

方面情况作为期望获取的主要信息 : ①年级 ; ②月勤工助

学报酬水平 ; ③月消费水平 ; ④所参加勤工助学岗位。为

方便对象填写 , 也为了提高统计效率 , 设置问题时均采用

选择题题型。在设计第四个方面信息提问时 , 联系我校勤

工助学工作包括创业教育、校内勤工助学以及校外勤工助

学这一实际情况 , 将校内勤工助学岗位、校外勤工助学岗

位以及是否创业这三个问题囊括其中。校内勤工助学岗位

取具有代表性的助研、助管、图书整理、校园文明督导四

类为选项 ; 校外勤工助学岗位的选项为家教和各类兼职

(包括科技开发、信息咨询以及市场调查等) 。

本次调查对各专业 140 名参与勤工助学活动的学生发

放了问卷。回收问卷 122 份 , 其中男生 68 份 , 女生 54 份 ,

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达到 8711 %。基本情况统计如下 :

表一 　对象年级分布

大一 大二 大三

人数 40 62 20

所占比例 ( %) 32. 8 50. 8 16. 4

表二 　对象月勤工助学报酬水平

100 - 200元 200 - 300元 300 - 500元 500元以上

人数 42 60 20 0

所占比例 ( %) 34. 4 42. 9 16. 4 0

表三 　对象月消费水平

200 - 400元 400 - 600元 600 - 800元 800元以上

人数 44 66 12 0

所占比例 ( %) 36 53. 2 9. 8 0

　　三、学生勤工助学特征分析

对以上图表进行研究和比对后 , 总结得出以下几个学

生勤工助学活动的特征 :

(一) 阶段性

从表 1 可以看出勤工助学的参与率随着年级的升高大致

呈正态分布。一年级本科生参加勤工助学的人数超过了三分

之一 ; 二年级学生勤工助学的参与率最高 , 超过 50 %; 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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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对象所参加勤工助学岗位分布

由于部分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时不止一个岗位 , 因此图中总的比例和大等 100 %.

三学生的参与度又大幅度回落到 15 %左右。这一现象说明

高校勤工助学工作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究其原因 , 大一的

学生由于课余时间充裕 , 学习压力较小 , 有条件尝试校园

内的各类活动 , 选择中难免带有盲目性。但可以看出 , 对

勤工助学活动较为欢迎 ; 二年级的本科生具备一定的校园

活动参与经历 , 思想日趋成熟 , 对校内各类活动的认识也

较为全面 , 在选择如何充实课余生活时比大一学生更为理

智。5018 %的大二学生参与勤工助活动表明 , 勤工助学这

一社会实践形式的确为大部分学生所接受和认可 ; 多数本

科生在进入三年级后 , 开始筹划发展方向 , 或就业、或在

国内读研、或出国深造 , 更有部分学生选择创业。发展方

向的选择过程和选定后的准备工作占据了学生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 , 参加勤工助的学生锐减。

(二) 补贴性

观察表二 , 不难看出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所获报酬总体

水平维持在 200 - 300 元Π月。而表三则显示学生的月消费水

平以 400 - 600 元Π月为主。这说明 ,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

参勤工助学所获得的报酬局限于补贴生活费用 , 具有明显

的补贴性。

(三) 集中性

对图一进行仔细分析和对比 , 发现我校学生的校外勤

工助学岗位基本为家教 , 122 位参加勤工助学工作的同学中

有 53 人从事家教工作 , 比例接近 45 % , 比排在第二位的各

类兼职高了将近 15 个百分点。家教工作占据校内外勤工助

学主要地位的因素有以下两个 : ①家教市场需求旺盛。国

家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 使得身为独生子女的中小学学

生备受家长关注。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 人们对子

女的学习成绩愈加重视 , 大部分家长希望聘请大学生辅导

子女学习 ; ②大学生具备从事家教工作的能力。对于大学

生而言 , 中小学基础知识普遍扎实 , 有能力辅导中小学生

学习 , 这为他们担任家庭教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 自主性

上文提到 , 2005 - 2006 学年浙江大学勤工助学指导部

门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勤工助学 17742 人次 , 校外勤工助学

3752 人次 , 学生参加校内勤工助学的人数远高于校外勤工

的人数。但图一却反映参加校外勤工助的同学将近 100 人 ,

远远多于参加校内勤工助学的同学 (将近 50 人) 。虽然以

上两组数据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 却揭示了大学生目前

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另一个特征 ———自主性。说明绝大多

数同学参加校外勤工助学以自发寻找岗位的方式实现。

以上四个特征对于高校勤工助学指导部门进一步做好

勤工助学工作具有参考价值。学生参加勤工助学的阶段性

提示我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有必要以进行阶段性部署 ,

对大一的学生进行勤工助学方面的技能和安全意识培训。

集中性要求高校提供多元化的岗位 , 达到让学生学以致用

的目的。自主性显示如何开拓校内外勤工助学岗位以满足

广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岗位需求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补贴

性则要求勤工助学工作部门致力于提升勤工助学岗位的层

次 , 实现勤工助学活动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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