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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的发展为高校精准扶贫工作提供贫困数据的分析，帮助高校在进行建档立卡时能够对贫困生进行识

别，根据学生的具体需求进行学生的资助，既要重视贫困生的经济补助，又要重视贫困生的心理建设，促

进学生的心理健康。本文从高校建档立卡精准资助的工作现状分析，针对高校在建档立卡中的问题提出可

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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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大数据妥善地运用在高校

精准资助工作中能够提升建档立卡工作效率，进行贫困数
据的动态化处理。然而，在实际的开展中依然存在贫困数
据复杂、精准资助难实现、精准资助的标准不健全、单纯
依靠财政补贴缺乏针对性以及精准资助缺乏对学生心理
建设的关注等问题。因此，在精准资助工作的开展中，高
校既需要运用大数据对贫困数据进行精准处理，实现精准
资助，从经济上缓解贫困，又需要搭建心理咨询平台，关
注贫困学生的心理健康，树立学生的自信心，进行心理育
人工作的开展。 

1  利用大数据建档立卡的重要性分析 

1.1  有利于数据分析精准资助 
大数据能够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形成精准的结果。

高校在进行建档立卡的过程中利用大数据，可以对学生归
属地、家庭情况、收入支出情况等多种数据进行分析，综
合分析学生的贫困情况，对困难的学生进行资助活动，缓
解学生的经济压力。大数据分析相比人工统计更加的全
面、客观，得出的结论更加公开、透明，根据数据分析的
结论高校在进行资助时能够准确的筛选出贫困群体，实现
贫困生的建档立卡，不断的完善学校的精准资助流程。因
此，高校应该在精准资助的工作中融入大数据的手段，高
效地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推动精准资助的可持续发展建
设。 

1.2  有利于丰富精准资助的数据库 
大数据是新时代发展下的信息处理软件，将大数据运

用于精准资助的工作中能够帮助学校建设贫困资助数据
库，对贫困生更好地进行关注。众所周知，大数据具有收
集信息广、分析数据准等众多特点，融入大数据能够更加
全面地收集贫困生的各项信息，根据收集的信息对学生建
档立卡，形成学校资助数据库，学校通过数据库的数据查
看能够筛选出合适的人员进行资助，帮助学生缓解生活的
负担。同时，通过数据库的不断丰富，学校的精准资助工
作也能够更加有秩序地开展。因此，利用大数据手段建设
资助数据库，有利于提升高校在建档立卡时的工作效率，
形成有秩序的工作流程。 

1.3  有利于针对学生实际需求资助 

大数据的分析能够精准地进行学生实际需求的分析，
形成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在高校精准资助的活动中，通常
采用资金补贴的形式来缓解学生的生活压力，但是有些学
生即使获得资金帮助也依旧会放弃他们的实际需要，将资
金用于补贴家用。同时，不同地方的消费水平存在差异，
也可能导致自主资金达不到最低标准等等，而出现资助与
学生的需求产生差距。因此，高校可以利用大数据进行分
析，切实的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以及学生发展的自身需
求，在满足经济需求的同时注重学生精神需求的满足，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现阶段精准资助工作开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贫困数据复杂精准资助较难 
目前，高校进行资助时通常采用学生填写资助申请表

的形式，辅导员通过学生填写的申请表内容进行核查，确
定贫困生的资助名单。在进行申请表的填写时通常需要学
生所在的社区进行确认盖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只需要简
单地进行资料的提交就能够获得，社区的成员通常不会对
学生的家庭情况进行深入地了解，导致提交的信息数据不
真实。同时，学校在审核时也容易产生误差，由于申请人
数较多，在对比分析时难免产生主观的评价，造成不公平
的现象。因此，高校在进行精准资助工作的开展时应该顺
应时代，利用数据分析进行精准分析，这样才能够在复杂
的数据中找到真正需要资助的对象。 

2.2  精准资助的资助标准不健全 
通常精准资助的标准都是由国家教育部统一的按照

生活最低的标准进行发放，保障学生在学校的日常生活。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各个城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
差异化，最低生活标准应该针对不同的地方进行相应的变
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资助标准的设定，更好地满
足学校学生的生活物质需求。同时，也应该对资助选拔标
准进行一定的设定，明确相应的资助选拔标准，设立特殊
贫困生优先权，充分的保障每一笔资金都充分的应用到实
处，保障贫困生的基本生活。因此，国家和学校都应该进
行相应资助标准的建设，让资助资金都能够在贫困生群体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切实的落实好高校建档立卡的精准资
助工作，提升高校资助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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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单纯依靠财政补贴缺乏针对性 
目前，学校在进行精准资助的过程中通常单纯依靠财

政补贴进行学生的资助，缺乏对学生心理健康和实际需求
的把控，缺乏资助的针对性。在实际的生活中，学生实际
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资助，也需要社会的尊重，可能
有些学生在领取资助时可能会产生自卑心理，造成不愿与
其他学生交流的心理问题，对自己的生活缺乏相应的信
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学校在提供物质补贴的基础
上，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的培育，缓解学生来自生活的压
力，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
用积极的心态迎接生活。同时，可能一些学生因为家庭贫
困不能够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不能够有好的兼职补贴家
用，学校也可以给学生提供相应的发展机会，免费的给予
艺术培训或者介绍兼职，远比单纯的经济支持更具有价
值。因此，应该开展多元化的资助方式，根据学生的需求
进行精准资助，使资助更加具有针对性，对学生进行物质
资助和心理培育。 

2.4  精准资助缺乏对学生心理建设 
贫困生作为特殊的群体，部分学生的自尊心比较强，

通常会拒绝学校的资助。同时也有部分学生接受资助后，
形成自卑的心理，认为同学会瞧不起自己，将自己封闭在
狭小的世界，不愿意与同学进行交流，长久的封闭容易导
致学生的心理问题。但是，高校在进行建档立卡的过程中，
只针对学生进行经济的支持，忽略心理健康的发展。在实
际的建设中缺乏相应的学生心理咨询平台、师生交流平
台，导致学生在心情不好时没有倾诉的渠道，引发贫困学
生的心理问题。因此，在进行精准资助活动的开展时，需
要注重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积极地与贫困生进行沟通交
流，充分的了解学生的家庭环境和实际情况，帮助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促进学生心理发展培育高素质人才。 

3  大数据环境高校精准资质的举措与建议分析 

3.1  利用大数据进行贫困生信息筛选 
大数据能够精准地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为精准立

档建卡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首先，在大数据能够连接相
关的扶贫部门获得贫困家庭的真实数据，有效的节约学生
填表和评选的环节，不仅增加数据的真实性，更能够对贫
困学生进行隐私保护，避免在小组评选环节的主观性；其
次，通过大数据收集的数据进行贫困生的建档立卡，能够
对学生的经济情况形成持续的跟踪效果，对资助情况进行
动态的检测，不断形成精准资助的平台可以通过互联网进
行资助。通过精准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够打造学校贫困
资源库，更好地对贫困生进行筛选，实现资助资金的精准
发放。 

3.2  利用大数据分析明确精准资助标准 
大数据分析能够不断丰富高效的资助标准。首先，在

资助资金的发放时，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发展建设水平，
提供当地发展的最低的生活保障，形成资助标准的差异化
建设，保证学生的日常生活所需。同时，在学校建档立卡
以后，应该对资助资金进行管理，做好对贫困学生的资金
的发放，并做好相应的发放记录，确保学生能够将资助资

金发挥最大的价值。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建档立卡的作
用，不断丰富资助的标准，对学生进行可持续的监控。 

3.3  进行动态监管打造针对性资助方式 
大数据能够实行动态化的监管，为高校的资助进行针

对性地建设。例如，通常情况下，高校的资助以资金资助
为主要的形式，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标准对学生进行生活的
保障。但是除物质需求外也需要注重精神资助。比如，学
生的艺术化需求，贫困生也有追求自己爱好的权利，困于
经济状况不能够对自己喜欢的艺术进行追求，学校可以针
对其开设免费的艺术课程，让贫困生能够学习到自己喜欢
的东西。同时，还有些贫困生不愿接受资金，通常自己打
工赚取生活费，学校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工作机会，为其
进行工作上的资助。因此，可以利用大数据了解学生的需
求，实现动态监管，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资助。 

4  利用现代化技术进行资助学生心理建设 

4.1  建设资助学生微模式交流平台 
高校可以针对贫困学生进行微模式的交流平台，通过

微信、QQ等及时地通讯平台建设教师与学生交流的渠道。
学生可以通过及时交流平台与老师进行交流，让老师帮助
自己解决一些较为困难的问题。老师也可以通过交流充分
的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生活问题、心理负担以及学业问
题，及时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帮助，为学生提供倾诉的渠
道，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4.2  强化资助学生感恩励志主题教育 
学校应该开展感恩主题教育活动，鼓励贫困学生积极

地参与活动。例如，让学生参加社区的公益活动，帮助社
会有需要的人，积极地回馈社会建设。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能够让学生树立感恩之心，通过个人的力量为社会建设添
砖加瓦。同时，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时，学生能够不断与
其他人进行交流合作，提升自己的交流协作能力与实践操
作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能够在社会活动中不断
的树立自己的信心。 

5  结语 

综上所述，精准资助是重点关注学生的需求而进行
的，既包括物质需求又包括精神需求。因此，在进行精准
资助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利用大数据进行贫困信息的筛
选建档立卡，充分利用数据分析明确多元化的资助标准，
进行动态监管打造针对性的资助形式；另一方面需要利用
现代化技术进行心理育人工作，通过建设资助学生微模式
交流平台、开展感恩励志主题教育活动以及心理咨询平台
等多种方式，进行学生心理健康的测评，帮助其健康的、
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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