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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大学生的精准培养途径初探 

——基于贵州某大学城精准扶贫大学生群体的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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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贵州某大学城高校对精准扶贫大学生的培养普遍存在关心不够、培养力度不

足、缺乏精神培养等诸多问题，再以问题为导向，探索出适合精准扶贫大学生精准培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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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教育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指导致贫穷落后的根源，牵住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牛鼻

子”。早在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就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

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下一代要过上好生活，首先要有文化，这样将来他们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义务教育

一定要搞好，让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不要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古人有“家贫子读书”的传统。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

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2015 年，习近平在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信中写道：“扶贫

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讲话中，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了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对于精准扶贫大学生来说，教育扶贫的作用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1）对于精准扶贫学生的家庭而言，经过“千难万险”而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是贫困家庭未来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寄托，

只有学生真正成才，才能成为精准扶贫家庭的一个重要而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真正带领家庭一起脱贫致富奔小康。 

(2）对于精准扶贫的学生来说，大学的四年，是改变自身命运、脱胎换骨的一个重要时期。精准培养让他们成为合格的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让这些从穷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都能成功地涅槃也是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从另一方面实现了高校党建扶贫的目标。 

(3）对于精准扶贫对象的家庭所在地而言，“精准培养”的学生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知识与技能、身体素质等德智体美

各方面得到显著提升，让所在地的群众们看到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在所在地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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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快建立精准扶贫大学生的精准培养机制的背景 

高校作为“扶贫先扶智，阻绝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阵地，担负着“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一重要使命，但是对精

准扶贫大学生的精准培养却存在诸多不足。 

在一项针对贵州某大学城高校的精准扶贫大学生发放的 2415 份社会调查中，根据调查显示：有 72%的调查对象希望辅导员

主动关心和帮助；有 20.37%的调查对象认为专任课教师对精准扶贫学生（相比其他学生而言）有更多关照和辅导；认为学校的

精准扶贫帮扶主要体现在物质上（经济上的资助）占 82.07%；有 11.85%的调查对象认为所在学校就业辅导多，能满足现有需求；

有 93.94%的调查对象希望学校提供在校内党政部门、学院、教辅机构提供实习锻炼机会的精准扶贫学生占；有 88.57%的调查对

象在可能的情况下，会选择去周边高校听课，96.92%的精准扶贫学生希望周边高校开放感兴趣的相关课程。 

由上可以看出高校对精准扶贫学生的培养存在以下不足： 

(1）辅导员培养、专任课教师培养和校内其他部门及其他教师培养方面，针对精准扶贫学生的关心不够、培养力度不够，

对精准扶贫学生培养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2）对精准扶贫学生的帮扶侧重点都在于对精准扶贫学生的经济方面的帮扶，“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的措施较少； 

(3）校内党组织对支部内精准扶贫学生的主动关心程度不够高，党建扶贫辐射校内精准扶贫学生的范围还不够大； 

(4）绝大部分精准扶贫学生毕业后选择就业，但校内现有的就业相关辅导、培训活动，不能满足精准扶贫学生的实际需求； 

(5）高校间教学课程、教学设施等资源共享程度较低，不能满足现有精准扶贫学生的学习需求，高校间未形成对精准扶贫

学生培养的合力。 

总体来看，高校内部普遍存在对精准扶贫大学生关注不够，培养辅导力度不足，培养帮扶的协同能力不强，高校间以教育

资源为中心的各类资源共享程度不高的问题。 

3 加快建立精准扶贫学生的精准培养机制 

加快建立精准扶贫学生的精准培养机制，首先要紧扣高校立德树人的核心任务，以加强对精准扶贫学生的关注、辅导、培

养为着力点，进一步明确培养目标，创新培养手段，确保对精准扶贫学生精准帮扶目标的实现。 

3.1培养目标 

对于精准扶贫大学生的重点培养内容要以增强素质为基础，以提高就业率为中心，以强化培养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从精

准扶贫学生的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入手，以实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目标。 

3.2培养途径 

(1）建立精准扶贫大学生的大数据库，对我省高校所有精准扶贫的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内容涵盖学习、生理、心理

人际交往等方面，并对所有问题进行分类梳理，以问题为导向，客观分析各类问题及培养短板成因，有的放矢地提出切实可行

的解决办法，以实现对精准扶贫大学生存在问题的精准培养和精准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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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搭建起精准培养成果反馈评估的大平台，通过反馈不断调整精准培养的内容与手段，确保培养取得实效。培养平台

的内容搭建可以从以下入手，一从培养对象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等日常行为反馈评估；二从培养对象参加校内外各类活动

情况反馈评估；三从培养对象的学习成绩、体育成绩反馈评估；四是从培养对象家庭、家庭所在地的反馈评估；五是从培养对

象的就业情况进行反馈评估。 

3.3建立精准培养机制 

3.3.1高校内部 

(1）辅导员方面：建立精准扶贫学生关爱常态化机制，主动关心精准扶贫学生，通过面对面谈话谈心、同寝室同学、上课

教师反馈等多种渠道了解学生思想动态，针对学生最关心的人生规划、就业指导等方面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和帮助。 

(2）专任课教师方面：建立起围绕课程专业知识解疑答惑为主要内容的沟通渠道，针对学生最为关心的专业知识、课程知

识等内容进行专门及时的指导和帮助。 

(3）党政机关、学院、教辅机构等校内机构：建立针对精准扶贫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辅导体系，为精准扶贫学生提供更多的

实习岗位，在实习过程中强化对其工作能力、工作方法的培养，确保精准扶贫学生个人能力得以提升。 

(4）党建方面：建立党组织内部与外部结合的帮扶机制，兼顾好精准扶贫学生党员与精准扶贫学生的帮扶力度。 

3.3.2高校间及地区大学城 

(1）共享教育资源方面：建立起教育课程信息共享平台，将本校精品课程、明星课程等优质教学资源在网上发布，鼓励高

校间精准扶贫学生现场学习和线上学习。 

(2）共享其他资源：建立起高校间交通车、图书馆等教学辅助机构、食堂就餐、勤工助学等资源的共享开放机制，为精准

扶贫学生提供丰富的各类学习支撑资源。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是管长远的，必须下大力抓好。加快建立精准扶贫学生的精准培养机制，要明白教

育扶贫是一项长期工作，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在不断地探索中摸索出适合高校、高校间以精准扶贫学生为核心的学生培养机制

的路子，最终实现扶贫扶智，阻绝贫困代际遗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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