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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教育帮扶建设  促进社会均衡发展 
◆周鹏冉 1  张致和 2 

（1 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2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千年大计，教育为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指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从国家层面提出了城乡教育发展的新任务。
围绕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和实践。 

大教育促进大扶贫，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
就是坚持公正公平原则，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逐步推进全
社会的公正公平发展。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现代教育的基本要求和特点，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取向，是
评价教育-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基本标准。以智力帮助弱势群体，
是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所以说，“教育帮扶”是促进
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教育帮扶工作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东部
发达城市为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捐款捐物，选派青年志愿者
开展支教服务工作，定期安排优秀教育工作者深入西部贫困地区
的学校支教，提高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东部地区优质学校
与西部地区贫困学校结对，输送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资源，形成
教育资源的共享。例如，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采取异地联合办学、
区域内托管帮扶等形式，通过网络在试点学校直播人大附中的课
堂，直接传送优质教学资源，帮助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学校提升
办学水平；接受合作学校学生到人大附中交流学习，帮扶部分学
校；承办国培计划项目，以对合作学校的教师进行培训等方式，
培养更多教师成为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从而让更多西部贫困地区
学生享受直接而优质的教育资源。 

很多省市也在内部打造公益帮扶项目，以该省市山区、农村
学校为主要帮扶对象，帮助教育水平落后的学校拓展教育资源，
为学生打造开拓眼界、增长见识的平台。各省市的师范类大学积
极和当地、外省市贫困地区学校，建立教育帮扶实践基地，组织
师生和当地的孩子结成帮扶对子。例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院学院的志愿者与南京市下岗、残疾、单亲家庭结成帮扶对子；
长春师范大学与长岭县签订精准扶贫教育帮扶协议，建立教育帮
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在甘肃省定西市等地建立希望学校，每年
选派优秀研究生前往支教。 

虽然教育帮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组织松
散、效率不高和交流力度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开展教育帮扶的
过程中，应强化组织管理，规范组织机构，明确权责关系，深入
了解贫困地区学校学生的实际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交流机制。
合作双方对项目培训、活动、经费提出明确要求，制定项目详细

的活动方案并逐步推进。健全帮扶工作教育督导评估机制，建立
和完善科学的监控指标体系和评价办法，进行定期的动态实地监
督，设置专门的网站对教育帮扶情况进行公开发布，使教育行政
部门、学校能够根据督导结果调整和改进工作方式，也使社会各
界能够更好地监督教育帮扶结对工作。  

对于支教活动，应建立规范、有序的支教制度，进行严格、
多层次选拔和岗前培训，提高支教者的教学质量与水平。促进师
生共同协作，帮助贫困地区教育资源薄弱的学校转变教育观念，
规范学校教育管理制度，提高教学质量与水平。 

促进资源优质学校与贫困地区学校开展合作，建立实践基
地，积极开展帮扶工作。为防止资金去向不清晰，活动流于形式
等问题的出现，需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如“希望工程”、“教育
帮扶”办公室等，可直接由市县级领导监督管理，制定严格、合
理、规范的资助体系和标准，使各项资助活动公开透明并有条不
紊地进行。基地定期开展交流研讨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在
深入了解贫困地区学校的实际需求以及学校经费、师资等情况
后，针对实际情况和现实存在的问题与当地老师们展开研讨，以
提升教育水平，形成教学特色，推动当地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对于缓解西部贫困地区现代化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可以尝
试进行捐款捐物等资助帮扶活动，通过基地接收资助善款和物
资，视情况划拨至学生个人、家长或学校，充实当地教学资源，
促进教学质量的改善。高校师生可自愿报名，以个人或集体的形
式作为资助人，高校审核、筛选，将资助信息统计汇总后公开。
“结对帮扶”，是开展先进带后进、优势带领劣势活动的良好措
施。通过双向选择，志愿者和受助学生结对，一对一深入帮扶。
志愿者可以定期家访，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学业上的指导、
心理上的疏导、生活上的关爱。组织方应积极建立档案，做到“一
生一册”，记载实施过程，包括帮扶过程中的谈话记录、学生的
表现和评价，以及心理、学业辅导效果等。 

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以教育信息化保障城乡教育协同发
展，加强教育资源共享，搭建网络教研平台，实现跨地区、跨城
乡、跨学校的教师协同教学。教师、专家等交互协作，通过网络
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沟通、交流，共享信息、资源，多渠道促进山
区、农村教师能力素质提升；建立网络课程平台，通过网络课程、
远程培训、视频教学直播等多种方式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让
学生能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作者简介：周鹏冉，女，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

究生；张致和，男，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