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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对教育扶贫的重视，高等学校为了实现精准资助，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化，相继创新资助手段和方

法。针对大理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现状，找出并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精准资助的力度，实现资

助公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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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在国家招收的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中，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教育费用，或支
付教育费用很困难的学生”[1]。大理大学地处滇西，生源
大多来自西部，在校园中同样产生了特殊群体——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学校在落实国家政策的同时，结合学校和社
会力量，创造了丰富的资助类型，确保贫困学生在校安心
上学。资助过程中，因主观因素占主要，难免出现“隐形
贫困学生”或“遗漏贫困学生”的现象。 

1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大理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师为调查对

象，了解大理大学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相关政策，
分析大理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存在的问题及
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及对策。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学校图书馆、网络等手段查阅和收集前期的相关

资料，从知网、万方搜素关键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策略”，查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方面的文献，从中学习新
颖的、创新的观点，为本文的撰写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1.2.2  访谈法 
通过走访调查大理大学二级学院学生办主任、班主

任、认课教师、学生，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中建
档、贫困学生评定、资助情况、资助后期管理、心理健康
进行访谈了解，发现资助存在的问题。 

2  大理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现状 

2.1  大理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类型 
大理大学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及学校的实际情况设

置了种类多样的资助类型，包括奖、助、补、贷、勤等种
类，其中奖学金类有国家级和省级奖学金、国家、省级和
校级励志奖学金，国家和省级名额相对较少；助学金类分
为国家助学金一等和二等、校级助学金，申请相对较简单，
其中建档立卡户的同学只要资料审核通过，就直接评享受
国家助学金。除了奖助学金外，还有临时补助，学校及二
级学院提供勤的工助学岗位，让更多贫困学生享受多样化
的资助。 

2.2  大理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确保每一个贫困学生都有学上，

在校能安心上学。”大理大学专门成立学生资助科，完成
家庭经济贫困学生资助工作。为了实现成功资助资助工作
分为认定建档和评定两步，其中建档是成功资助的基础，
是实现精准资助的关键，评定是资助的最后重要工作，建
档的学生和评定被资助的学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额。 

2.2.1  大理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档认定方法 
建档认定工作是成功资助的首要工作，只有最终建档

的学生才有机会被资助，在建档之前需要学生提交县、市、
区、乡镇一级政府出具的贫困证明；由学生本人撰写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申请书；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
表》，班主任负责收集申请资料，汇总申请人数，成立民
主评议小组进行民主测评，测评的方法除了认真审核材
料，还需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
发事件等特殊情况，依据学校学生处下发给各学院的名额
确定班级贫困生建档人数。建档人数确定后需要依据高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学生提供材料以及班级人数
比例依次认定为一般困难、困难、特殊困难三个等级，其
中建档立卡户学生直接认定为特殊困难。建档认定过程中
大部分班级出现申请人数超过班级分配名额，只有个别班
级出现申请人数少于分配的名额，还有部分班级建档立卡
户学生超过班级特殊困难、困难等级分配的名额。 

2.2.2  大理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定工作 
评定工作是成功资助的最后工作，即在建档的学生中

按照学校分配的最终资助种类、资助名额进行分配。大理
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名额根据学校人事处统筹分
配给二级学院的名额，学院根据资助人数、金额、各班级
总人数二次分配到每个班级确切名额，最终由班主任组织
民主评议小组、班级民主选举、班主任根据学生在校的各
种表现等方法在建档学生中评定出最终资助学生，每个班
级对评定结果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公示，公示期间学生可
以投诉，公示期满则完成评定，资助即已成定局。资助学
生因受名额限制以及评定方法、手段的影响，不能包括所
有贫困学生，也有可能存在隐形贫困学生。 

2.3  大理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存在的
问题 

2.3.1  建档认定过程要求提供的证明缺乏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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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理大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在建档前需
要学生提交最低乡镇一级开具的贫困证明，因各地经济
水平存在差异性，判断贫困的标准容易出现偏差；第二，
要求贫困证明开具的单位从原有的县级降到乡镇一级，
开具证明的难度降低，证明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真实性
有待考证；第三，建档时间安排在每学年开学之后，提
供贫困证明时间在每年的 9 月份，贫困证明存在阶段
性。因贫困证明缺乏标准性、真实性、阶段性，评议小
组只能根据学生提交的材料主观判断，不能实地走访核
实学生的家庭经济贫困程度，甚至在建档认定过程中有
个别班级存在轮流坐庄的情况，导致建档认定结果不公
平性。 

2.3.2  建档认定和资助评定的方法单一 
大理大学各学院负责资助工作的教师严格遵守国家、

学校下发的相关文件，严格落实认定和评定工作认真、负
责、公平、公正、公开的文件精神。方法大多都以班主任
成立的民主评议小组根据学生自述的家庭经济情况、观察
学生平时的消费水平、本学年的学习情况等进行严格把
关，方法简单、传统。 

2.3.3  资助结果中出现“隐形贫困学生” 
资助的过程是通过严肃、认真、公正的建档，最终评

定来完成的，建档之初学生需要提交家庭经济贫困申请及
证明，看似民主的评定方法和手段，让一部分真正贫困的
学生因自卑、胆怯等心理问题而失去被资助的机会；让一
部分非贫困学生夸大自己的贫穷程度成功被资助，最终认
定结果中出现“隐形贫困学生”。“隐形贫困学生”的出现
容易导致学生产生不平衡的心理，甚至会出现对学习、生
活、班主任的工作等不满的负面情绪。 

2.3.4  班级分配名额与班级总人数相关联 
最终分配到各班级的资助名额和金额是通过学院统

筹分配的，数量有限，要求被资助学生必须是成功建档的
学生，且在校期间必须遵守校纪校规，原则上资助学生要
求在本学年学习成绩优良（除建档立卡户学生），不允许
有违反校纪校规的记录。 

2.3.5  班级建档立卡户学生资助政策绝对化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其中国家级贫困县占有

76个县，大理大学的生源大部分来自云南本省贫困地区，
大多属于建档立卡户，为了保证教育的公平和公正，大理
大学资助政策中建档立卡户的学生非特殊情况必须享受
建档和资助的资格，分配班级资助名额时只根据班级总人
数划定，没有将建档立卡户学生单独列出，如若班级中建
档立卡户学生人数较多，无形中影响了班级中其余贫困学
生。 

3  大理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政策与建议 

3.1  资助政策 
3.1.1  利用新科技创新评选和认定的方法 
在信息和科技发展的时代，有效利用“互联网+”、大

数据，采集学生的相关信息，可以借助学生的饭卡消费、
电话费、网络费、网购、微信、美团等消费信息，收集和
挖掘有用的信息，不错过任何贫困学生，也不让任何“隐
形贫困学生”抱有侥幸心理，真正将“精准扶贫”落到实
处，实现精准化的评选。 

3.1.2  落实认定和评定工作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 
目前学校的评定方法和管理虽有大数据支撑，但大数

据的技术不够完善及缺乏相应技术人员，导致数据的利用
率低，致使学校的建档和评定仍停留在传统的方法中，仍
然靠申请书、证明、班级评议小组等方法来评定，一旦认
定和评定工作结束，本学年评定工作也就结束，出现阶段
性和静态发展状态。为了防止长期处于静态和阶段性发
展，充分利用现有的方法手段，借助“互联网+”以及成
立班级贫困生管理小组实时监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动
态，实现从静态到动态的发展，从裸评到“精准扶贫”的
转变。 

3.1.3  确保学生心理健康疏导持续有效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扶心”，对学生的资助应让传

统的“救济型”向“功能型”转变，即对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在经济资助的基础上，落实人文关怀下的经济资助，重
视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发展，成立心理健康辅导站、心理
健康窗口，坚持心理疏导长期有效的发展，构建良好的学
习环境。 

3.1.4  充分整合资源创建资助种类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学生资助制度”。[2]确

保每一个贫困学生都有学上，在校能安心上学。我校在政
府为主导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和社会力量，创建丰富多样
的资助类型，不断加大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机会。 

3.2  建议 
(1)使用大数据收集和分析学生信息时，大数据量大、

数据价值量密度低，需要合理有效的挖掘和分析有用数
据，此过程要求对大数据存储空间大、挖掘和分析技术较
高，故尽量避免无限放大大数据的功能。 

(2)创新评选办法时，充分考虑学生的自尊心及学生
信息的保密工作，并坚持学生心理疏导工作长期、有效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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