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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高校贫困认定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彭增博 1  刘肖君 2 

（1 山东财经大学；2 齐鲁师范学院） 

 
摘要：资助工作是高校育人体系中重要的环节，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政策，特别是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各高校的

高度重视再加上社会捐助，资助力度达到了空前。但是，在落实资助工

作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我们制定更加清晰的认定方

法，加强后续的资金追踪和监管，将扶贫与扶智相结合，更加精准地将

相关资助切实用到需要资助的学生身上，切实做到精准扶贫，资助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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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和招生数的增多，学生数量也快速增长，高校贫困生群体规模便
越来越大。国家在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帮助措施，力图解决贫困
生问题，构筑了以“奖、助、贷、免、补、勤”为主要内容的贫
困生资助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贫困生认定和资助的工作
中，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采取相
应的措施，切实保障相关的资助能够尽可能的科学、公平、公正，
达到资助育人的目的。 

一、存在的问题 
（一）贫困生认定方法过于简单、分配不均。 
高校的贫困生认定中，在人数上一般是以班级为单位，每个

班下放一定数量的名额，来供需要资助的同学申请。但是，由于
地区发展差异，家庭状况的不同等种种因素，每个班的贫困生人
数并不一定均衡。也就有可能使的贫困生人数多的班级中，有一
部分同学得不到相应的资助，使得资助资源出现分配不均衡的现
象；甚至也有可能，在贫困生人数少的班级中，让一些“伪贫困
生”抓住了这个“机会”。 

（二）贫困生信息真实性及诚信问题亟待关注。 
从评定的方法上来看，高校贫困生认定这一工作的开展，主

要是根据学生个人提供的家庭情况调查表，生源地的贫困证明
等，由个人向学校提出申请后经班级评议小组评议后，在学院范
围内公示后报学校审核。这就又牵扯到了信息真实性的问题。由
于受到经济水平的影响和利益的驱使，一些不是很贫困的学生利
用一些关系，通过弄虚作假等手段，来骗取这个资助名额。并且
在拿到相应的资助后并没有将它用在学业上，而是将其挥霍，这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假贫困”在评定环节，贫困生认定一般由各
班组成评议小组进行评议，在评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以亲疏远近
来评议贫困，这就会给评定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也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评选结果失真，缺乏客观性和公平性。 

（三）重物质扶持，轻心理疏导。 
高校往往在资助贫困生时忽略了贫困生精神的贫困。很多贫

困生进入大学以后产生了自卑心理，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家庭
条件的差异较大，学习压力相对较小，难免会有些同学奢侈消费，
彰显个性。此时，贫困生无论是在吃穿方面还是在日常用品方面，
都会显得比较落后，久而久之，便会产生自己不如别人的心理，
这种自卑与自尊交织在一起，贫困生的心理便会变得更加敏感，
焦虑，孤僻，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他们在校的学习。所谓“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资助是方式，“以生为本，立德树人”，资助
的同时达到育人的目的才不会有违我们的初衷。物质的资助只能
是短暂的、临时的，让学生在得到资助后能够正常的完成学业，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学生自立自强，顽强拼搏，人穷志不穷
的优秀品质才能让资助工作散发出更多的光和热。 

（四）资助的后续监管不到位。 
一些学生拿到资助后，感到理所应当，心安理得，并没有心

感恩，感到来之不易。反而肆意挥霍，奢侈消费，几乎没有把
资助用于个人的发展与学习。这些现象不仅会助长不良风气的形
成，有违资助的初衷，而且会造成一些学生的价值观扭曲，需要
不需要都伸手，贫困不贫困都申请。这些都是因为资助前的思想
引领不到位，资助后的有效监管和追踪体系不完善造成的。 

二、应对措施 
（一）改进贫困生认定方法，建立健全认定扶助体制，改善

分配不均的现象。 
高校自身应着力完善贫困生的认定制度，建立健全扶助体

制，从源头上规范贫困生的认定标准，严查贫困生认定信息，确
保“伪贫困生”现象不再发生，解决贫困生认定工作难题。其次，
各高校应当准确深入了解各学生的家庭情况，避免“只认章，只
看纸”的情况作为认定的唯一标准。同时可以加强与生源地相关
部门的联系。在实地调查有困难的情况下，方便与当地有关部门
取得联系。真正做到掌握 真实、 全面的信息，做好贫困认定
的基础工作。 

（二）落实好贫困生申请档案，加大对贫困生申请信息调查
了解的力度，确保申请信息的真实性。 

目前评定贫困生主要是通过学生自己提供的信息来进行评
定，这其中就会出现有学生信息造假，掺杂水分从而骗取资助名
额或者将补助金用于别的渠道。针对这个问题，高校需要从自身
出发，切实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操作问题，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的信
息化、统一化。根据学生提交的信息进行认真的审核分析，落实
好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掌握贫困生的实际情况，并在相关资
助发放后定时抽查使用情况，确保将资助真正用于学业发展。 

（三）加强心理疏导，双管齐下，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帮
助贫困生摆脱贫困。 

要想真正地解决贫困生的贫困问题，仅仅通过物质上的补给
是不够的，要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双把关”，通过多种渠道加强
精神脱贫的力度，做到物质和精神的有效结合，实现“济贫且扶
志”的目标。努力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或者进行团体辅导活动，让
贫困生亲身参与实践以提高自我应对困难能力，转“注血”为“造
血”，促使学生形成积极向上、自立自强的优秀品格。 

（四）追踪好资助金后续使用去向，加强监管力度，确保物
尽其用，财尽其责。 

在向贫困生发放奖助学金后，应该进一步开展后续的工作使
资助发挥到 大效用。高校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督察小组来和贫
困生进行沟通，实时抽查资金去向，随机进行家访。发现弄虚造
假行为要立即收回相关资助并严肃处理，同时告诫其他同学引以
为戒，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保持健康的心 。实行发展性资助，
变授鱼为授渔，在贫困生接受资助之后，加大对学生后续的考核，
包括学习、生活、品德方面等。切实实现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培育
人才的初衷，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 

总之，大学生作为当前社会 有培育发展活力的群体是珍贵
的人才资源，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有着无可比拟的
作用。为贫困大学生解决学习的后顾之忧、经济顾虑，实现真正
的教育公平应当是国家、社会以及各高校的重要任务。当前，在
国家、社会、各级政府和学校关注和努力下，资助力度达到了空
前，大部分贫困生能够在各类资助的帮扶下顺利完成学业。但我
们也应该认清当前贫困生资助工作中仍然存在的各项问题亟待
解决，这让我们更加坚定、更加脚踏实地投入解决这些问题的工
作中。我们有信心帮助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为天下储人才，
为国家图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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