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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么办？ 
——一个建档立卡户孩子的迷茫 

◆唐丽芬 

（石林县委党校  云南昆明  652200） 

 
一、背景分析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
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
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
脱贫。 

于 2014 年起，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
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国家教育经费向
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倾斜。健全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帮助农村贫
困家庭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稳步推进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
费，让未升入普通高中的初中毕业生都能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加
强有专业特色并适应市场需求的中等职业学校建设，提高中等职
业教育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努力办好贫困地区特殊教育和远程
教育。建立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加
大对贫困家庭大学生的救助力度。对贫困家庭离校未就业的高校
毕业生提供就业支持。实施教育扶贫结对帮扶行动计划。特别明
确对建档立卡户的孩子在各学习阶段进行性具体金额的教学资
金援助，希望从扶智方面促使部分脱贫。 

二、案例分析 
只能达到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的男孩刘明春，现年 15 岁，

身高 175 厘米，当年小学只是升到小学三年级，因为对读书学知
识严重不感兴趣，无法坚持继续升学，就回家务农，虽然学校老
师多次去做工作，希望他回校继续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无果，
甚至见到老师来家就害怕、心慌（刘明春表达），但跟随母亲做
农活（父亲多病无法务农），在家干农活小小年纪切是把好手，
他说一天跟着母亲下地干活、回家做饭喂猪很放松也很幸福。 

2017 年 10 月，刘明春认为的幸福日子受到了冲击，各地应
中央的要求对脱贫攻坚工作加大力度，如刘明春这样的实例属于
一票否决的典型，为确保所在的县不受影响，刘明春家所在的党
委领导、结对帮扶人员、教育系统相关科室多次到刘明春家进行
访谈，针对孩子的智力和现有的文化水平，提出多种扶智及扶志
的法子。但是刘明春听到要回学校进行再学习，情绪一度崩溃，
做出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大喊大叫、挥舞钢筋恐吓来家做工作的
干部、不说一句话等，同时因过度紧张呼吸急促等类似自闭症现
状出现。于是心理咨询师介入了这次扶智、扶志行动。经过对刘
明春的心理进行疏导后交谈，孩子不属于自闭症，而是因为家庭、
自身智力等原因产生过度的自卑，并向有关领导转达了刘明春跟
她说的一些具体想法：“他现在的文化水平小学二年级的课本知
识都看不懂，进教室头就疼，老师也曾经到家进行针对性的送教
上门，他还是听不懂，非常排斥，但对一些具体的农业上的技术
他一学就会，他想学一点实用技术，争取早日脱贫。”针对此实
际情况，教育局的领导和职教中心对接后，希望刘明春到职业中
学根据自己的爱好学一点实用技术，很艰难的坚持了一个月，刘
明春回家了，不愿意继续到职中学习，并且不愿意和到家做工作
的领导交谈，情况又回到了 初的状态。应领导的要求，心理辅
导员再次和刘明春对接，通过再次心理的疏导，刘明春希望到家
的心理咨询师向各位转达他的歉意不能继续到职中学习的原因：

一是他母亲患重感冒，无人照料，所以无法继续到学校学习；二
是文化水平太低，无法理解老师所讲的理论知识，在汽车维修实
作课程，机械构造无法识记，相对在家种田难得多，心理上不愿
继续学下去；三是在学校用餐不方便，因是建档立卡户，所有吃
住免费，但在用餐时心理压力大，更自卑，总觉得自己是社会的
负担，希望能回家，在自家的承包土地上找到自信。 

三、因材做实建档立卡户孩子教育的建议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近日印发《深度

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 年)》。《方案》提出，
到 2020 年，“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总体发展水平显著
提升，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保障各
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资助，保障贫困
家庭孩子都可以上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确
保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方案》提出，到 2020 年，要
让更多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更好更高层次教育，都有机会通过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或职业培训实现家庭脱贫，教育服务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对于加快发展职
业教育。省级统筹职业教育资金，支持“三区三州”每个地级市
(州、盟)建设好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在“三区三州”率先实施职
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和管理平台，全面
落实东西职业院校协作全覆盖行动、东西协作中职招生兜底行
动、职业院校参与东西劳务协作等三大任务。为就读职业学校的
“三区三州”贫困家庭学生，开辟招生绿色通道，优先招生，优
先选择专业，优先安排在校企合作程度较深的订单定向培训班或
企业冠名班，优先落实助学政策，优先安排实习，优先推荐就业。
广泛开展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实现脱贫举措与技能培训的精准
对接。 

在《方案》中，已经囊括建档立卡贫困生的各种情况，首先
是就学的资金保障“保障各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从入学到毕业
的全程全部资助，保障贫困家庭孩子都可以上学，不让一个学生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是基调，让每一个建档立卡学生学
学有保障，体现扶贫必须先扶智，从思想观念来改变一个贫困家
庭；其次“到 2020 年，要让更多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更好更
高层次教育，都有机会通过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或职业培训实现
家庭脱贫，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的能力显著增
强。”这是具体的措施、是方法，这就要求对建档立卡学生的具
体情况必须进行精准核实，这就包括学生的智商、心理、思想、
所处的家庭环境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评估，让每一个学生
都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周到一条助推家庭脱贫的路
子。因此，在对建档立卡学生的教育问题来说，我们必须做到因
材施教。 

1.思想前行，解开心结。建档立卡户学生，大多都有一个心
结“怂人的后代一定怂”，这“龙养龙、凤养凤，老鼠养的会打
洞”的定势思维的影响以及父母思想的影响，让他们从小有一个
认输的念头。而思想是一个人行动的指南，帮扶干部要从情感上
贴近他们，经常找帮扶对象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解开思
想上的心结，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自信心，自立自强。帮扶者要主
动与家长、老师、村干部以及建档立卡户身边的住户朋友联系，
沟通情况，交流经验，营造一种融合向上的势头，促进帮扶工作
取得实效。 

2.心理疏导，放下负担。建档立卡户学生，由于生活的环境、
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大多数都会产生自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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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些自卑心理对孩子的生活、学习都会产生障碍，对待心理
上有困扰、有障碍的学生，要有真心，运用积极心理学观点，经
常与他们沟通，掌握他们的心理状况，有的放矢地化解他们心中
的困惑，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动力，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健康心理，
同时也是要从心理上消除依赖思想。 

3.资金援助，增强底气。对于建档立卡户来说，资金的缺乏
是 主要的表象，缺钱使他们无法去干想干的事，特别是孩子的
教育问题，虽然国家在资金方面已经作出明确的规定，不同的层
次给予不同的补助，能满足所需费用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但
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具体的事项需要钱来做好铺垫，如学生的穿
衣、食宿、交通费等，这些细小的事情做不好，会影响学生的身
心的。各地支付针对性提出自己的解决措施，例如部分职教中心
对建档立卡户学生作出免费食宿的决定，有的帮扶干部针对情况
对建档立卡学生进行每月资金的跟进，保障其在校读书、学习方
面的困难。在帮助他们的同时，注重“扶贫励志”，促使贫困生
树立正确人生目标，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学会感恩、靠自己的
奋斗实现美好理想，将来以卓越的成就回报社会的关爱。 

4.因材施教，做实脱贫。对待建档立卡学生，必须要了解做
实他们学习上面的困难、需求，有针对性的帮助他们制定学习计
划或努力的方向。如可以继续升学的就有效改进学习方法，注意
培养他们自己刻苦努力、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使他们热爱学习、努力学习、学会学习、快乐学习，但对
于学生本身智力方面有一定欠缺的学生，要根据他的特长，让他
们有针对性的学一些使用技术，如刘明春这样的学生，对文化知
识无法领会，对部分农业技术感兴趣的，可以与当地的种地专家
联系，利用传帮带的方式，教会他一些生活致富的本领，促使这
样家庭脱贫。 

脱贫攻坚是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美德，对贫困学生的帮
扶工作，既要实现“不让一个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失学，不让一
个思想上有困难的学生落伍，不让一个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掉
队”的教育目标，为贫困生提供物质上、精神上的援助，使他们
不因家庭困难而失去求学机会。同时也要真正做到全面落实贫困
资助教育方针，落实人本理念，坚持帮扶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的学
习困难，因材施教，为贫困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