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扶贫”政策下 高校贫困生资助问题思考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扶贫政策从过去的“粗放扶贫”转变为“精准扶贫”，这是我国扶贫

事业的一次质的飞跃。帮助贫困人口脱贫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经之路，也是改善民生的

一项重要举措。其中，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方面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实现扶贫目标的关键。在“精准

扶贫”政策的指导下，从以下方面将“精准扶贫”思想融入贫困大学生“精准资助”工作中：一是进一步规

范资助对象认定程序和标准；二是完善精准资助维度，满足不同发展型学生需求；三是提升管理精准

度，保障服务质量；四是建立互联网信息库，实现精准扶贫信息化；五是培养贫困生自强精神，锻炼

贫困生脱贫能力；六是深化贫困生感恩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进而能够有效实现教育领域的精准扶

贫，使贫困大学生顺利地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更好地投入学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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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乃兴邦之本，解决好教育问题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精准扶贫”政

策的制定，旨在明确扶贫对象，提高扶贫质量，从而早日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高校贫困生的资助问题是国家精准扶贫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深化高校扶贫工作改革，需要高校

相关部门改进工作方式，提升工作质量，保障工作效率。因此，高校要以“精准扶贫”政策为指导思想

，主动发掘贫困生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高资助工作的准确性，及时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

的高校贫困学生。

 

一、高校“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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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到湖南湘西考察，并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

扶贫 ” 的重要指示。2013-2015年间，他又多次到各地考察调研，不断深化扶贫理念，明确“精准扶贫”

将逐步成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战略[1]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国家不仅要增加扶贫开支，还应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和相关可行措施，充分发挥

制度优势，把握“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

）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2]

，注重区分不同贫困对象，根据贫困群体的不同致贫原因，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扶贫方案，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不断丰富改善扶贫的方式方法，提升扶贫工作质量和效率，使最需要帮扶的群体能获得最及

时的帮扶。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处于决胜期必须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要着重抓住重点、补齐短板、补强弱项。扶贫工作不能只解决困难群体的经济问题，还要

解决贫困群体“精神贫困”的问题，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实现贫困群体的全方位多角度脱

贫。实际工作中要大力开展智慧教育，通过优良的教育提升贫困群体的基本素质、文化水平、思想境

界，将穷根彻底拔除，全力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1]。

“精准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战略部署和重要指导思想，将其融入到教育领域，把“精确扶

贫”重要思想及核心内容与高校大学生资助育人工作相结合，是国家“精准扶贫”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的

贯彻落实，同时视“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精准帮扶”为三翼，高校通过构建“一体三翼”体系，能够为大

学生资助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难题提供科学有效的解决思路。那么，如何将高校大学生资助体系与“精准

扶贫”理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是我国高校资助育人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可见，高等学校资助育人工

作必须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为指导思想，紧跟国家总体战略部署，科学规范高校资助育人工

作的每一个环节，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探索出一套更加科学、更加高效、更加完善的高校大学生

精准资助育人工作体系[3]。

 

二、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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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下，高校贫困生因经济困难失学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是仍然存在

许多不足。

（一）贫困学生认定的精准度有待加强

识别贫困对象是开展贫困大学生资助工作的第一步，如何准确地评定筛选出资助对象是高校扶贫工作

中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保障后续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

高校贫困生资助对象的认定，通常是由学生本人提交贫困生认定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经过学校相关

部门审核之后即可确定。其审核形式主要是以申请人所在高校老师的考察、同学的评价及相关部门开

具的一些书面证明材料为主。实际上仅通过提供统一格式的证明材料和单一的审核认定过程，是无法

充分证明申请人的经济困难程度的。根据简单的纸质材料来确定资助对象，本质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

认定，其忽略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不同办学性质的高校以及不同学科和专业等因素给每个家

庭带来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压力。高校大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审核项目应当包括申请人家庭情况的方

方面面，例如申请人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状况、申请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申请人家庭所在地区消费

水平等等。然而，在过去的贫困生认定过程中普遍存在申请人随意填写认定材料，学校对于重要项目

的审核仅仅根据简单的书面材料来认定等情况，这种认定结果有时不够准确、说服力不强。

目前在高校贫困生资助对象认定工作中，相关部门缺乏一套全面、科学、有效的贫困生认定审核规定

。对于一些因意外变故导致家庭经济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也没有相应的资助条款。在认定过程中，准

确辨别申请人提交的证明资料是否属实，是保障认定工作准确性的一个重要问题。高校经济困难大学

生通常被划分为三个等级：一般困难、困难、特别困难。实际上在认定过程中，认证部门并没有对申

请人提交的贫困证明材料进行实际调查和全方位的了解，部分地区开具贫困证明、加盖公章只是一种

形式，申请人通常不需要接受任何调查就能轻而易举开到贫困证明，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对于贫

困生资助对象的判定。在这种情形下，有的家庭条件并不贫困的学生因为开具贫困证明和准备相关材

料十分方便，便通过开具虚假贫困证明从中获利。而另外一部分真正贫困并且需要帮助的大学生，反

而因为顾忌周围的老师和同学异样的眼光，便放弃申请贫困资助，从而导致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失去

获得帮助的机会。准确辨别申请人提交的证明资料是否属实具有一定的难度，相关部门如果通过建立

严格的工作审核制度以及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虚假证明的开具是可以被有效杜绝的。

（二）帮扶措施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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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原因致贫的家庭对于资助的需求有所不同，处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年级、不同的专业、不

同的阶段的贫困大学生对于资助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近年来，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

善,形成了以“奖、助、贷”为主,“勤、补、免”为辅的多元化资助体系。然而，对于大多数处于不同时期

和不同类别的贫困学生，高校仍沿用过去传统粗放资助方式，并没有采取更具多样化和精准化的帮扶

措施。帮扶方案单一、在帮扶的过程中缺乏动态分析、帮扶的形式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在资助工作

中忽略不同困难学生群体和个人的现实差异和实际需求，导致资助精准度低，帮扶效果不理想。在资

助工作陷入供需不匹配的情况下，就难以做到“急学生所急，想学生所想”，致使很多贫困生没有得到

及时有效的资助。如此不仅浪费了国家财政资金，而且资助效果事倍功半。

（三）学生信息记录不够规范

全面掌握贫困学生基本情况,对贫困大学生进行精细化分类是高校开展贫困生认定工作的重要前提。然

而，如何实现贫困大学生精细化分类？这就必须建立具有针对性的数据库来记录学生的详细家庭情况

，包括父母工作情况、贫困村整体状况、个人及家人身体健康情况、家庭收入状况、父母缺失情况、

重大经济损失等经济困难家庭情况。传统的高校大学生贫困程度区分主要基于学生所在地区开具的贫

困证明书，但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家庭情况每年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纸制的贫困证明是无法及时体现学

生家庭的准确信息的，学校无法对资助对象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动态追踪。因此，对学生的信息进

行全面详细的及时记录和更新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精神贫困常常被忽略

对于贫困学生经济层面的资助，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高校资助工作的重点，国家财政资金和各类社会资

金都在解决贫困大学生的经济困难问题上有所投入，但是贫困学生在受到帮扶后的心理引导却常常被

忽略。

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由于家庭条件艰苦，自幼便承受着生活和学习的双重压力，导致他们从

小便产生诸如缺乏自信、自我封闭、没有安全感、虚荣心强等一些负面的心理特征。这类学生通常存

在性格敏感，难以建立归属感，社交能力相对较弱等问题。在高校，大学生因成长环境的不同价值观

也有所不同，如有些学生具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因受到这些同学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存在盲目效仿的情况，当效仿行为因家庭

经济困难而难以为继的时候，这些贫困学生就会出现心理障碍，产生一些心理问题。还有部分贫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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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缺乏自立自强意识，存在“等、拿、要”的心理，缺少感恩意识和回报社会的意识，缺乏生活满足感

，错误地认为拥有和索取都是理所应当的，存在精神亟待脱贫等问题。诸如此类问题，是由于贫困学

生心理认知错误而导致的，通过单一的经济资助是难以得到解决的，必须借助精神上的帮扶和引导来

使他们正确认识贫穷现象。

（五）奖、助资金使用不当

为了保障大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业，不因家庭经济困难问题而辍学，为了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国家设

立了奖、助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等。同时，社会上部分企业和机构

也通过设立公益基金项目和其他奖学金等形式来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

学业。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各类资助项目，主要是为了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学习和必需的生活消费

，但是有些大学生在获得资助和奖励之后，对资金没有进行科学规划，存在将资助金用于购买非学习

生活必需品或进行高档消费的情况，比如请同学老师吃饭、购买名牌产品、沉迷于娱乐消费等，造成

资金浪费，破坏了国家和一些社会机构、企业对学生帮扶的原本意义。

 

三、将“精准扶贫”思想融入大学生“精准资助”工作中的路径

 

（一）进一步规范资助对象认定程序和认定标准

在过去的高校贫困对象认定过程中，由于一直存在资助对象认定制度不规范、审核流程不够严谨或流

于形式化的问题，从而导致评定结果不准确。另外，由于当前还有大多数高校仍停留在原始的纸质记

录认定的操作方式上，从而造成贫困认定操作不够规范、认定效率较低、耗费人力与物力较多、认定

错误率较高等现象，同时也增加了高校贫困生认定的成本。因此，高校资助育人部门在工作中必须针

对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创立一套科学、完整、规范、高效的困难认定制度。

在高校传统的贫困生认定模式下，可以通过互联网，利用信息化的平台搭建一个数据分析统计模型，

从而完善资助对象的评定标准。同时高校还应当创建具有动态分析功能的困难认定体系，以掌握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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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实时动态信息，将学生家庭突发困难情况计入资助对象认定考量标准，并与常态的困难认定

结合起来。在工作中不断完善和改进贫困生资助对象的认定标准，增强贫困生认定标准的可用性和灵

活性，更加准确地掌握学生家庭的实际情况。

在高校贫困生认定的过程当中，由于高校学生对资助没有全面的正确认识，存在谎报、夸大家庭困难

的情况。为避免学生因缺乏诚信而导致认定结果不准确，高校应当在此类事件发生前对学生及时开展

相应的诚信教育，最大程度地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譬如在开展贫困大学生认定工作之前可利用讲座

、班会、微信群、学院网站等不同的宣传教育方式，对大学生普及与解读国家相关扶贫政策，在确保

每一位大学生熟知国家相关的扶贫政策，包括奖、助学金设立的目的和意义，提高思想觉悟，正确认

识到奖、助学金对于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的重要性，提高贫困大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的精准度，让真正

需要帮助的贫困大学生得到及时资助。

在高校贫困大学生的认定标准中，大部分仅根据开具的贫困证明和简单的材料来认定。由于这种认定

标准的形式过于单一，从而使认定工作的精确度不高。要想提高贫困生认定的精准度，必须改革创新

贫困生的认定形式，比如对于申请人提交的家庭贫困情况，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实地考察、要求申请人

出具相关家庭成员的身体情况证明、要求申请人所在地方开具更有权威的家庭情况证明等，以此增加

认定材料的说服力，使认定工作更加贴合实际。除此之外，还可以把贫困生认定工作和社会力量结合

起来，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搭建资助效果动态反馈通道，不断完善贫困生认定工作机制，使认定结

果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4]。

（二）完善精准资助维度，满足不同发展型学生需求

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应注重把握受助学生的阶段特点以及需求差异，一是通过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

根据不同人群、不同侧重点对贫困大学生实施分类帮扶，满足不同类型贫困生的实际需要；二是通过

认定过程，在确定资助对象后，要根据不同类别的困难学生群体和个人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扶贫方案来

保障精准扶贫工作的质量。

在以经济帮扶为主的工作体系下，根据各地区、各阶段、各专业大学生的需求差异，可以将大学生资

助工作体系转变为多层次、多内容、多形式的多维帮扶体系，以各地区、各阶段、各专业大学生的需

求差异为制定帮扶计划的主要依据，根据不同的资助对象，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方式，建立一个以

学生需求为基础，个性资助为特色的精细化多维资助体系。例如对于初进大学的贫困生应开展帮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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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环境和融入大学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帮扶活动，对于毕业班的贫困生提供帮助其提升就业能力，

树立正确择业观和就业观的帮扶活动等。根据不同类型的大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满足他们的实

际需要，以增强帮扶工作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根据不同类别的困难学生群体和个人制定具有针对性的

扶贫方案，通过解决困难学生的经济问题保障大学生顺利接受高等教育，同时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

的人生观，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职业能力，同时开展贫困学生的精神帮扶，实现贫困学生的

经济扶贫和精神扶贫的全面帮扶。

（三）提升管理精准度，保障服务质量

要实现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的精准管理，首先要做好精准服务。高校资助工作中的精准服务包括：对

于贫困大学生的审核认定、资助对象的确定、对于不同需求的贫困生提供个性化的帮扶办法、对贫困

生实行经济帮扶和精神帮扶、追踪资助对象帮扶效果等一系列工作，因此，要制定科学、严谨、有效

、全面的工作细则，保证精准资助工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公正、公开、透明。其次要实现对贫困生资

助对象相关工作的信息化管理。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将大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管理信息化，充分利用学

生熟悉的网络平台对国家制定的相关大学生资助政策、申请条件以及申请路径等信息进行发布和宣传

，确保每一位大学生都能及时了解相关政策，通过网络社交工具和面对面谈话相结合的方式，及时了

解学生需求并记录在案，根据学生实际需要，制定相关扶贫方案。另外，学生管理也应实现信息化，

对在校学生的日常消费、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学习生活情况等要做好充分的数据采集，通

过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手段实现对采集数据的精细分析，对学生面临的困难进行事先预判，设立相应的

危机预警机制，在困难发生之前就及时有效地对大学生给予帮助，缓解其压力，在困难发生的第一时

间为大学生提供最及时、最需要的帮扶。

（四）建立互联网信息库，实现大学生精准扶贫信息化

提升大学生精准扶贫工作高效性，需要高校及时建立学生资助信息库，并安排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运

行和管理，定期向相关部门反馈资助工作进程。

具体而言，信息管理的第一步是要全面采集学生信息，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这些信息进行整合，包括学

生家庭经济条件、学生父母工作条件、学生本人及家庭主要成员身体健康状况等，根据数据分析，有

针对性地设计扶贫方案。第二步是将整合的数据传输到中央系统，并将数据保存到数据存储层，保障

贫困大学生相关信息的高效采集和准确录入，同时做到数据的安全存储，保护学生个人隐私。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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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采集到的数据要及时分析，确保真正贫困的大学生准确及时地被认定为资助对象。除了对采集到

的学生信息进行准确分析之外，数据中隐藏的信息也要精准把握，相关工作人员在数据分析工作中要

强化对云技术、大数据技术、数据分析技术等各种新型科学技术的熟练运用，保障对海量学生数据进

行科学全面的分析，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帮扶方案，做到学生帮扶个性化，特殊对象

特殊帮扶。最后，根据学生信息，结合动态信息的实时录入，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对学生未来家庭的贫

困状况作出事先预估，对于部分可能实现脱贫的贫困资助对象进行有效追踪，保持学生信息数据库的

动态更新，确保其他需要帮扶的学生及时获得资助，保障高校大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的高效和可持续发

展[5]。

（五）培养贫困生自强精神，锻炼贫困生脱贫能力

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资助和帮扶不是最终目的，通过经济扶贫的方式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是基础

，培养他们成为自力更生、发奋图强、顽强拼搏的人才，提升他们的自主脱贫能力是更为重要的目标

。高校在加强理论和实践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贫困大学生力争上游、豁达乐观、志存高远的人

生态度，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做到经济上解决困难，精神上加大引导。

（六）深化贫困生感恩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促进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高校在对学生进行帮扶的同时，应当注重培养贫困大学生的感恩意识，通过社会实践增强大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学校应当为贫困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勤工俭学和社会实践的机会，例如创设学生助管岗位

、大学生创业基地等，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奋斗适当减轻经济压力，同时锻炼学生的职业能力和

社会责任感。对于学生的感恩教育应当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通过加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学习、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感恩意识和责任意识。此外，还要引导

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激发学生们争做新时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三有”新青年。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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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国家的扶贫战略已由最初的广泛扶贫转变为现在的精准扶贫。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为了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各项扶贫政策一直处于不断调整和完善之中。不让考上大学的孩子因为家

庭经济困难而错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但是高等学校贫困生的精神脱贫和资助

育人工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高校应当注重将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培养成素质够高，质量够

高的优秀人才，在满足贫困生经济需求的同时，注重培养他们成才，使他们具备更强的适应当今高速

发展的社会的能力，在实现“精准资助”的同时，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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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Zhu Bifa, Lu Xiaochong, Zhu Yayi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as changed from "ext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is a qualitative leap i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Helping the poor out of poverty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mong them, edu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ans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key to

achieving poverty alleviation goal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he idea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work of “Targeted Funding”

for po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further standardize the procedures and

standard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funding objects; The third is to improve management accuracy

and ensure service quality; the fourth is to establish an Internet information database to achieve

accurate informationiz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fifth is to cultivate the self-reliance of poor

students and exercise their ability to escape poverty; the sixth is to deepen the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of poor studen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Furthermore, it can effectively achiev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o that poor college students can smoothly

enjoy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of the country and better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Key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or college students; targeted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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