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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育在民族地区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策略研究 
刘  彬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园林科技分院  新疆昌吉市  831100） 

摘要：民族地区贫困具有致贫原因复杂等特点，由于对民族地区贫困特殊性认识不足，使得教育扶贫功能弱化。高校要发挥科
研人才等方面优势，实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向精准式转变。高校参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政府精准扶贫工作的职责安排，高校运用
教育人才等优势开展民族地区教育扶贫，要通过扎实教育扶贫项目帮助贫困地区切断致贫源头，提高贫困人口能力素质。研究阐述
脱贫攻坚工作的内涵，分析贫困地区高校教育问题，探讨民族地区高校教育扶贫工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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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是世界性难题，高校教育是解决贫困方式的有利切入
口，是可持续发展的脱贫方式。民族地区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突出短板，贫困户素质低下，必须提高贫困户基本素质，可以通
过教育扶贫提高贫困户技能。教育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实施教育扶贫
工程意见的通知，教育扶贫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任务，是国家
扶贫战略基础性举措。少数民族地区大多为贫困聚集区，民族地区
高校教育担负贫困地区培养人才的重大使命，必须高度重视教育扶
贫的意义。目前教育扶贫中普遍存在轻视智力扶贫等功利主义倾
向，如何优化教育扶贫办路径，助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是民族地
区高校发展中应思考的问题。 

一、民族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工作的内涵 
贫困问题是困扰我国发展的最大难题。“十八大”以来，实现

贫困人口脱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精准扶贫是要有针对
性、有目的的把扶持资金、项目、人力精准安排，使每个贫困地区
真正的得到帮助，从根源上实现脱贫[1]。高校在解决民族地区能力
贫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应坚守脱贫攻坚工作使命。 

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方式，要发挥良性的代际传递，通过教
育使受教育者经济状况，生存现状等受到改变，为进入社会做好技
能脱贫准备。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在通过教育使贫困地区人口获
得技能，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脱贫攻坚中扶志扶智工作有以下论述：治贫先治
愚。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义务教育要搞好，不要让
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是根本的扶贫之
策。 

民族地区贫困特征要求高校坚持扶贫先扶智原则，帮助民族地
区消除贫困累积效应[2]。目前高校承担教育扶贫任务，教育扶贫呈
现粗放式扶贫特点，高校教育扶贫存在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扶贫模
式同质化等问题。盲目化扶贫目标导致同质化扶贫模式，是高校扶
贫困境的根本原因。 

二、贫困地区大学生的问题分析 
大学生是新时代的中坚力量，本地区的大学生学习专业知识，

结合自身优势，发展乡村振兴，是具有现实价值的脱贫政策，但是
目前面对我区南疆偏远地区的艰苦条件，大学生会存在不愿意回乡
或者存在无法担负起脱贫攻坚的重任，造成人才难留住和人才缺失
的现象，因此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缺失 
随着多元文化的思潮的流行，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有着较大的影

响，面对现代社会的不良风气，缺乏一定的判断力，面对诱惑，缺
乏理性的思考，享乐主义等风气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思想信念，学生
缺乏理想抱负，缺乏政治信仰，造成大学生缺乏吃苦精神，面对艰
苦条件缺乏坚守岗位的决心和信心。 

2.贫困地区传统的扶贫方式落后 
“等、靠、要”的思想较为严重，学校通过发放奖助学金的形

式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部分贫困学生对受资助情况觉得理所当
然，依赖申请助学金，但是缺乏自强意识，缺乏脱贫的主动积极性。
高校教育扶贫重在务实，要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高校对
教育扶贫意义认识不足，扶贫方式存在同质化现象。政府扶贫方式
以资金投入为主，企业扶贫着眼于产业延伸。是政府企业根据职业
特点进行扶贫活动，一些高校借鉴企业扶贫方式开展项目推进，由

于缺乏资金支持无法进行。 
3.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资源匮乏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推进，教育资源不断的扩充丰富，幼

儿园、小学、初中学生得到了良好的双语教育，国语水平不断增强，
但贫困地区高中学生因接受民语教学，国语水平普遍较差，升入大
学后，虽有一年的预科国语学习课程，由于国语基础较差，听说写
的能力对于完成后期的专业课程学习困难较大，许多学生因此产生
了学习吃力、自信心丧失、厌学的情况。 

三、脱贫政策在教育扶贫的措施 
随着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减少，民族地区贫困深层实质是自然条

件艰苦造成人口文化素质低下。民族地区扶贫应深化对贫困文化规
律的认识，对提高高校教育扶贫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贫困
特点体现在因病等致贫返贫现象突出，教育发展滞后形成技能贫困
累积效应。民族地区贫困特点是教育扶贫逻辑起点。 

高校作为思想政治培养的主阵地，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是树
立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内容，引导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
强对社会的责任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以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责任感高校通过思想政治课，开展讲座、德育课、团课学习的
多种方式，建立班级团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团支部的作用，加强学
生的政治观点，通过德育课学习先进优秀的事迹，激发在校学生的
斗志，通过研讨、讨论以及交流，切实的让学生感受到思想政治教
育落到各个阶段。 

民族地区高校要深入学习精准扶贫的要求，改变大水漫灌扶贫
方式，精准开展知识技能培训，帮助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切断贫困源。
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只是技能缺乏由于基础教育落后，要把教师队伍
建设作为教育扶贫支点工程。随着新技术对教师培训的影响加大，
探索新培训模式成为优化教师培训方式的关键问题。高校要积极探
索新型民族地区教师培训新需求，实现民族地区教师培训走向精
准，切实提高培训效果。 

加强团支部的建设，培养民族学生的管理能力，培养入党积极
分子，加强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渗透，使思政教育全面渗透，把专
业技能知识与职业素养全方位渗透，学生能够潜移默化的接受，通
过职业精神的培养，形成对专业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加强学生的创
新思维，结合专业技能知识和地域特色，指导培养学生发展创新思
维，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结语 
教育扶贫是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最佳路径，教育精准扶贫是集理

论政策等于一体的完整体系，包括教育扶贫精准考核监督机制等。
民族地区高校要充分发挥科研等方面优势，不断提高高校办学水
平，切实扭转扶贫方式同质化等问题，形成丰富多元的新供给侧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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