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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背景下民族地区贫困大学生获得感调查研

究——以吉首大学为例
陈辉

（吉首大学）

摘要：为更好地调查了解民族地区贫困大学生“获得感”情况，笔者从自我支持、朋辈支持、家庭支持、学校支持、社会支持
五个层面进行问卷设计，对吉首大学 2517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发现，民族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各方面的获得感整体呈现较好
状态，与非贫困大学生在朋辈支持、家庭支持上体现较小差异，但不同性别、不同民族贫困生获得感存在较大差异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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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

次提出“获得感”的概念，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使人

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笔者

认为“获得感”是一种正向的、积极的、肯定的感觉与评价，内容

应该包含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且精神层面获得感内涵较物质层面

更加丰富，包括知识获得、经验获得、情感获得、能力获得、成长

获得等。为更好地调查了解民族地区贫困大学生“获得感”情况，

笔者根据“获得感”的基本内涵，从自我支持、朋辈支持、家庭支

持、学校支持、社会支持五个层面进行问卷设计，以期能定量统计

分析，清晰的了解到“获得感”情况并提出相应建议。

1、调查基本情况
本研究调查问卷为自编问卷，内容包含自我支持、朋辈支持、

家庭支持、学校支持、社会支持五个方面，五个方面各设 4 题，共

有选题 20 道，其中家庭支持方面设置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

般、不满意、很不满意”五级正向评价，其他全部设置为“完全符

合、比较符合、不确定、比较不符合、完全不符合”五级正向评价。

最终参与问卷调查的总人数为 2517 人，涉及预科，大一至大四共

五个年级，27 个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其中非贫困大学生 1341 人，

贫困大学生为 1176 人。在贫困大学生中男女人数、少数民族与汉

族人数相差略小，男生有 546 人，女生 630 人，少数民族 465 人，

汉族 711 人，而家庭居住地和是否独生子女人数则相差较大，农村

846 人，城镇 330 人，独生子女 263 人，非独生子女 913 人，故笔

者仅分析是否贫困、性别以及民族三个方面。

2、民族地区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获得感的调查结果
与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大学生有 18 道题选择“完全符合或很满

意”的占比（与本群体比较）都低于非贫困大学生，尤其是在朋辈

支持和家庭支持方面，平均低 7 个百分点和 8.5 个百分点，同时，

贫困和非贫困大学生 20 道选题选择“完全符合或很满意”、“比较

符合或比较满意”的占比之和的平均值都达到 70%，其中社会支持

的占比和平均值更是高达 80%以上，且贫困大学生高非贫困大学生

2 个百分点。根据两者占比和差值比较发现，自我支持方面“你会

为实现自己的计划或目标不懈努力直到完成”、“你会主动为自己的

未来创造条件、努力奋斗”选题上，贫困大学生的两者之和分别高

非贫困大学生 4 个百分点和 1 个百分点，但是，在“你产生负面情

绪时会积极调整和自我开导”选题上却低非贫困大学生 1 个百分点；

在朋辈支持方面 4 道选题平均低非贫困大学生 3 个百分点，尤其在

“你善于交友，并拥有许多朋友”选题上低 5 个百分点；在家庭支

持方面平均低非贫困大学生 9 个百分点，仅在“你的家人在精神上

给予你足够的情感支持、情绪抚慰等”选题上低 4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贫困大学生在自我支持方面的获得感整体略高于非

贫困大学生，但在朋辈支持、家庭支持方面的获得感却低于非贫困

大学生，此结果与家庭经济困难这一客观事实有着直接联系，从调

查结果不难看出，贫困大学生十分清楚家庭对其成长道路上能提供

的帮助有限，更多的只能靠自己，因此，他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在学习或获取物质资源上，而无暇或无资金进行频繁的人际交

往，促使其自我支持方面的获得感要略高非贫困大学生，但不足的

是，因为朋辈支持、家庭支持的双不足，让贫困大学生在面对困难、

挑战、失败、压力时不能从容应对，负面情绪调节和开导方面还有

待加强。

另外，在学校支持与社会支持方面，贫困大学生在“你所在院

校出台有力资助帮扶政策且落实比较到位”、“国家助学贷款等惠民

利民政策让你感觉很温暖”选题选择“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

的占比之和分别高非贫困大学生 3 个百分点和 6 个百分点，但在学

校支持的其他三道选题上却略低于非贫困大学生，而在社会支持的

其他三道选题上又略高于非贫困大学生，由此可见，相较于非贫困

大学生，贫困大学生对国家和学校提供的帮扶政策更加认可，能够

更多的感受到社会带给个人的支持，但在学校方面，他们期待更多

的教育培养和关心爱护。

3、民族地区不同性别贫困大学生获得感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不同性别的思维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贫困大学生获得感，

调查结果显示，男贫困大学生有 15 道题选择“完全符合或很满意”

的占比（与本群体比较）都高于女贫困大学生，尤其是在自我支持、

朋辈支持方面平均高出 7.75 个百分点和 5.5 个百分点，却在社会支

持方面，平均低出 3.5 个百分点，更是在“比较符合或比较满意”

选择占比上全部低于女贫困大学生。对比男女贫困大学生选择“完

全符合或很满意”、“比较符合或比较满意”的占比之和发现，男贫

困大学生的两者占比和平均值仅 77.47%，比女贫困大学生的平均值

低了近 10 个百分点，除了“你善于交友，并拥有许多朋友”、“你

的家人在你未来就业发展等问题上能提供很大帮助”选题上占比和

略高于女贫困大学生，其余 18 道选题均低于女贫困大学生，尤其

在学校支持和社会支持方面平均低 8.5 个百分点和 9.75 个百分点；

在“不确定”选择占比上，男贫困大学生全部高于女贫困大学生，

尤其是在学校支持和社会支持方面平均高出 5.75 个百分点和 7 个百

分点；在“完全不符合或很不满意”选择占比上，男贫困大学生也

全部高于女贫困大学生，尤其是在家庭支持方面平均高出 10.5 个百

分点。

由此可见，男贫困大学生在自我支持、朋辈支持、家庭支持、

学校支持、社会支持五个方面的获得感均低于女贫困大学生，其中，

较大部分男贫困大学生在家庭支持方面的获得感不佳，在学校支持

和社会支持方面持不确定态度，自我支持和朋辈支持方面整体低于

女贫困大学生，但根据“完全符合”选择占比情况可以看出或存在

部分男贫困大学生个人比较自强自立、奋发向上，体现出较高获得

感。不同性别贫困大学生获得感存在的差异，与思维差异、个性差

异等有着必然联系，大体而言，男性较女性更加理性、大胆开放，

更善于外交，同时在家庭中占主要地位，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压力。

男贫困大学生因经历过拮据的生活更容易感受到来着家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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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课程，很多学生觉得物理学难或者物理学无用，是因为他们还

没有真正发现物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4]。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但会阻

碍学生的物理学学习，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是有非常大困扰

的。故而在实际进行高校学生物理学教导的过程中，教师还需要不

断引导学生能够将自身所学习的物理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经验紧密

联系起来。前文中也说到了物理这门学科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种物

质角度的解读，很多道理都是从实际生活的运动现象，自然界中本

身就存在的真理中总结出来的，学生要想在这方面发挥创造性，获

得创新能力的提升，自然也是需要重新回归生活的。

高校物理教师在进行物理学知识讲解的过程中可以将一些原

理与学生已经有过的生活经验结合其起来，进行相互印证，对比讲

解。比如说讲到力学相关的知识，就可以联系生活中的一些运动行

为，社会生产中的一些力量运用等。而在讲述到电学相关的知识也

可以完全与学生的日常照明，各种电器的使用等联系起来。要帮助

学生真正通过这些联系可以对物理学的相关知识理解得更加深刻，

学生要在相对短暂的教学时间里掌握一些知识是极为不容易的，将

这些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在学生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再

去帮助其对物理原理进行理解，学生的所获会更多，对于学生的创

新能力来讲也是一种莫大的帮助。

三、结束语

高校物理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从学生的思

维以及实践两方面入手，锻炼学生有更灵活敏锐的思维，在物理学

方面就能够有更强烈的创新意识，也会有更多的好点子。而创新实

践能力的提升则可以帮助学生将这些好点子变为现实。只有思维与

实践两方面都获得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才能真正获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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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与压力，长此以往容易产生负面情绪，让心态无法保持平和，

更是无法感受到获得感，因此，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男大学生学校

在资助育人方面需更加有针对性，激发男贫困大学生的奋斗精神和

自信心。

4、民族地区不同民族贫困大学生获得感的调查结果分析
为方便了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贫困大学生的获得感情况，统一

将少数民族贫困生与非少数民族贫困生进行比较，调查结果显示，

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选择“完全符合或很满意”的占比（与本群体

比较）全部都高于非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平均高 6.86 个百分点，

同时，在“完全符合或很满意”、“比较符合或比较满意”的占比之

和上，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两者占比和的平均值分别

为 72.6%、67.24%，相差 5.37 个百分点，其中学校支持与社会支持

差异较大，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占比和的平均值全都高出 6.75 个百

分点；在家庭支持方面，非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选择“完全符合或

很满意”、“比较符合或比较满意”的占比，以及两者之和占比均低

于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两者之和占比平均低 6.25 个百分点；在自

我支持、朋辈支持、家庭支持、学校支持、社会支持五个方面的“不

确定或一般”选择占比上，非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较少数民族贫困

大学生平均高 3.6 个百分点，在“比较符合或不满意”、“完全不符

合或很不满意”选择占比上虽略高，但仅在 1 个百分点左右。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在自我支持、朋辈支持、家庭

支持、学校支持、社会支持五个方面的获得感略高于非少数民族贫

困大学生，其中，在学校支持和社会支持上体现出较大差异，更有

部分非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对学校支持、社会支持持不确定态度，

这也侧面反映出学校少数民族教育管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获得了

大部分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认可；国家对少数民族推行的各类利

民政策也得到了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由衷肯定，更是为祖国强

大、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感到安全感十足且自豪。这也提醒在今后

的高校育人工作开展上要继续坚持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培养，

同时，要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力度，扩大影响面让全体大学生都感受

到来自学校、社会的支持，尤其是高校贫困大学生们，让他们能够

从精神思想、能力素养得到全面培养，以便更好的立足社会、服务

社会，提升内心获得感和幸福感。

5、结论与建议
“精准扶贫”的实施，实实在在帮助到广大贫困家庭，贫困大

学生在高校更是受到各方资助，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的帮扶比普通

大学生要更多。调查发现，民族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各方面的获

得感整体呈现较好状态，与非贫困大学生在朋辈支持、家庭支持上

体现较小差异，但不同性别、不同民族贫困生获得感存在较大差异

要关注。为此，建议高校加强资助育人和心理育人的联动结合，做

到物质和精神帮扶并进，物质方面积极给予帮助，同时加强诚信教

育、感恩教育、励志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根据不同学年开展学

业规划、就业规范，开展专题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尤其是针对男贫

困学生，同时，思政辅导员要因材施教，多开展谈心谈话进行思想

引领，所谓扶贫先扶志，只有在思想上足够认识，才能从行动上下

足功夫，才能真正做到“精准帮扶”，学生也才能从内心深处认可

和接纳学校的教育培养，有能力面对未来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

难，才能源源不断的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过上真正美好幸福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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