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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校贫困生精准资助路径思考
李金芳

（潍坊学院 山东·潍坊 261061）

摘 要 精准扶贫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准部署。高校

资助育人是精准扶贫的一部分，属于是教育扶贫的范畴，展现了国家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关爱。随着高等学校的扩张，学

生数量也开始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资助育人的资源却十分有限。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就呈现到

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并将大数据思维运用到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中，对传统方法进行优化和创新。本文旨在基于大数据

的视角下去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精准资助的新模式、新途径，以此来提升资助育人的精确性与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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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precise deployment put forward by our party and country to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socialism. As a par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ducation support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hich shows the state's care for students with economic difficulties. With the expans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num-

ber of students also began to rise to a certain height, but the resources to support education are very limited.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g data technology is presented to everyone's vision, and the big data thinking is ap-

plied to the work of University Poor Students' funding to optimize and innovate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Based on the perspec-

tive of big data, this paper aims to think about new models and new way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o a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pertinence of fund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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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校贫困生精准资助路径思考背景

大数据的背景下，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发现，随着高校的

不断扩张，高校的在校生数量开始呈现了快速增长的势态。

贫困生的数量也以绝对的人数，不断的上升。全国大学生当

中，贫困生的比例就占据了将近 30%，特困生的比例占据了

10%到 15%。另外，在一些边远地区或者是山区的地区，贫

困生的比例还会更高。相关统计局统计，从 1989 年高校收

费到至今为止，高校学费增长了将近 25 倍。[1]这样的情况下，

无疑就是给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带来了强大的家庭经济压力。

对于高校的大学生来讲，不仅需要准备学费，还需要准备对

应的生活费与资料费等。对于家庭困难的大学生来讲，这样

无疑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国家为了确保每一个经

济困难的学生都可以顺利的入学，就需要通过教育脱贫的形

势，促进教育公正的和谐性构建与实施。高校贫困生精准化

资助工作，就是让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为国

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政策上与

经济上的双赢。

从一定程度上看，高校贫困学生实现精准资助体系当中，主

要是以“奖、助、贷、勤、减、免、补”七大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2]

从发展阶段上看，第一，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阶段，进一步细化

了资助的对象，及其发放的标准，帮助贫困生解决了住宿与伙

食方面的问题。第二，以奖金代替资助，全面推进奖学金制度

的阶段。取消了人们助学金制度，开始按照高校贫困生的比

例，实行无息贷款政策。这个时候的贫困生资助体系主要是国

家出具资金进行实现资助，资助结构并不完善。第三，成本分

担阶段。随着高校贫困生的进一步增长，高校贫困生问题，就

成为了社会经济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个时候，提出了减免

学杂费的重要资助措施。“奖、助、贷、勤、减、免、补”等多元化

的形势初步形成。接着，助学贷款全面开启，并在此基础上，确

定了国家奖学金制度。并明确了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体系，重要意义与目的、原则等。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高校、

学生、家庭、金融机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自主体系。[3]第四，

贫困生管理数字化阶段，是在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信息管理平

台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体化的管理措施。

2 目前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存在的问题

（1）高校的数据库不健全，资助对象识别认定标准不够精

准。从发展中看存在的问题，第一，贫困生在资助平台上智能

化的程度，还处于人管和电控的管理阶段。不仅时效性较差，

针对性较差，系统的兼容性也较差。缺少合理的精准贫困生认

定标准，在贫困生证明与认定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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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的标准化还缺少科学的依据。贫困生的指标与资金分配

存在不合理的现象。重视经济资助，缺少对贫困生的心理引

导。并且很难支持精准的自主实施策略，难以实现精准的考核

制度。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问题，第一，是由于理念相对滞后，

大数据意识比较的薄弱。第二，缺少科学的顶层设计，统筹规

划不足。第三，对数据的挖掘深度不够，不能找到事物的潜在

关系。第四，贫困生资助体系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陷性。贷款

金额有限，手续繁琐，门槛较高。[4]第五，缺少对贫困生资助工

作的动态性实时调查。

（2）认定过程缺乏科学的认定标准，资助措施不够精确。

很多高校对学生的困难认定缺乏科学的量化认定标准。一个

方面学校需要根据学生家庭情况进行衡量，另外还需要参考

学生的生活费，地方性最低保障等内容。另外，不同地区的学

生，生活水平不尽相同，因此，在认定上，会出现一定的偏差。

另外，高校在进行资助工作的时候，资助形式单一，没有根据

差异性的情况进行定制有效的资助措施。接着，还不能按照

学生的需求进行精准资助，这样长久下去，就会影响资助的精

准程度。因此，这个时候的高效就需要秉承科学发展观的主

要思想，针对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类型困难学生，形成资助工

作的动态分析，让更多的困难学生都可以得到所需要的资助

金额。

（3）重物质扶助，轻心理疏导。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高校

资助育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立德树人”。资助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完成物质扶助与心理帮助的相互结合，“扶志”

和“扶智”相结合。但是从目前的形势上看，大部分的高校，

只是对贫困生进行物质上的奖励，但是缺少心灵上的安抚。

有些高校的一些做法如公示贫困生名单等使这样一特殊群

体的标签更加明显。现在很多高校已禁止让学生上台比贫

困，公示贫困生信息等。长久下去，这部分学生很容易引发

心理上的问题。

（4）贫困生资助后续管理流于形式，缺乏动态管理。我们

之所以设立高校的贫困生资助，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

多的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

这也仅仅只是解决了第一步的问题，接下来的资助金的发放

以及受到资助的学生本人的家庭情况变化与否都给精准资

助带来了新的问题。大学生的精准资助相关规定，在较短的

时间内，很难形成一个体系，并将大数据进行动态性的管理。

还有部分学生，只是了解了初始的情况，并没有对后期资助

进行后续跟踪管理。这样长久下去，就会影响精准资助的实

施效果。不少高校会把贫困生资助当成一项工作，一旦工作

完成之后，就认为大功告成。一部分学生在得到助学金之后，

就任意的挥霍，不思进取，荒废学业，不懂感恩，甚至出现“等、

靠、要”的不良心理。这样一来，长久下去就会让助学金的效

果大打折扣。

3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校贫困生精准资助路径的构建

（1）整合数字资源，构建统一的资助数据平台。在大数据

的使用过程中，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精准化的实施，不仅可以

实现资助思维的转变，还可以有利于高校全面的掌握资助信

息，实现资助的全面覆盖，延伸资助功能。在体系的构建上，第

一，需要提炼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分级掌控贫困生的生活情

况。第二，设计权重，构建识别标准，强调考核的动态性与全面

性。第三，精准资助，推动资助行为的差异化。根据个体差异

与区域差异进行资助。第四，精准化管理，推进管理规模的动

态化。构建资助信息功能动态化的管理系统。实现网上监管，

网下监管结合的形式，推进资助考核制度的科学性。建立量化

评价体系，多元化监管体系。

第一，需要与政府部分联动，掌握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

可以根据云计算等，提高档案资源的互动性与直接性。分为良

好、一般、困难、特困等几种类型，实现有效的走访与审核。第

二，打破自主主体之间的数据孤岛效应，构建全面统一的数据

平台。建立统一的代码，不同的学校与不同的部门之间，输入

的代码是不尽相同的。对各个学校之间的信息进行交融并整

合，打破数据孤岛，提高资助的透明化。第三，实时性掌控受资

助的对象情况的变化，在动态性的数据库当中建立学生的数据

信息，及时的了解资助学生的生活学习家庭等情况。[5]

（2）完善政策体系，实现全面的覆盖。第一，需要杜绝平

均分配的内容，在政府部门的资助预算下构建合理的规律系

统。需要根据差异性，划分地区，根据不同的地区与学生，制

定科学的贫困生资助工作趋势。第二，避免平均资助的情况

出现，提高特困生对象资助的力度。需要在可视化的基础上，

提供对应的信息服务，展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大数据的支持

下，关注全体学生的家庭情况与变化。第三，保证一个都不能

少，全面的覆盖资助对象。在大数据的预测下，构建对应的贫

困生资助体系。在资源共享下，寻找到需要资助的学生，结合

基本信息与家庭、学业等情况，确保资助的全面覆盖，展现个性

化的需求。[6]

（3）针对性地开展深化教育，强化资助育人的功能。第一，

需要对资助大学生进行深度励志教育，引导受助者积极向上。

这里可以开展“学子阳光”、“寒冬家访送暖”等教育活动，实现

正能量的传播，让这些学生认为贫困只是暂时的，只要刻苦学

习，积极进取，一定可以脱贫。第二，开展感恩教育活动，增强

受资助者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可以使用大数据平台，构建户

主友爱，感恩等活动，起到育人的价值。第三，需要完善受助者

的心理素质，构建完善的心理教育体系。根据这些，制定个性

化的心理关心与辅导工作，并在大数据的作用下，理解学生的

心声与想法，制定预警干预计划。[7]

（4）延伸资助工作领域，构建有效的资助信用评价体系。

第一，深入高校进行构建诚信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第二，构建学

生网络征信档案体系。对于表现优秀的学生，需要保障学生

的贷款计划或者资助计划，对于信誉不好的学生，就需要停

止资助，并实现实时性的监督。第三，需要构建失信受助者

的多元化追债机制。对于情况比较恶劣的学生，需要纳入失

信名单。

4 结语

本文主要是针对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校贫困生精准资助路

径思考背景进行展开分析，接着，结合现实背景，实际情况，分析

高校在精准资助育人方面存在的凸显问题。探究成因，提出基

于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构建科学合理的

精准资金助路径。将大数据应用于高校资助工作是一个全新

的研究领域，探索在大数据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在校贫困大

学生精准资助，创新资助工作模式，优化资助（下转第 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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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高校图书馆馆藏纸质资源利用率的措施

影响图书馆馆藏纸质资源利用率的因素各不相同，在努力

提升图书馆馆藏纸质资源数量的同时，也可以找到更多有效的

办法来增加图书馆现有纸质资源的利用率。通过上述调查和分

析，我们找出影响高校图书馆馆藏纸质资源利用率的因素，同时

对图书馆运行结构模式进行详细解剖，并通过仔细的分析和计

算，最终得出提升高校图书馆馆藏纸质资源利用率的相应措施：

（1）提高图书馆资源质量。图书馆借阅纸质资源的数量不

可避免地与馆藏的质量有关，如果馆藏的种类丰富，能够满足

高校不同专业学科的资源需求，符合读者的阅读需要，利用率

自然会增加。高校图书馆应该根据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

开展馆藏资源的采购，从而提升图书馆馆藏资源的质量。图书

馆可以在数字图书馆网站上收集读者所希望购入的资源，还可

以通过发送调查问卷来了解读者的资源需求。总之，高校图书

馆应该尽最大努力获得读者所迫切需要的资源，组织读者一起

参与图书采购过程，使资源采购不再盲目，从而提高馆藏纸质

资源的利用率。

（2）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图书馆员代表整个图书馆直接

与读者联系，图书馆员的行为直接影响了读者对图书馆的印象

和评价，所以图书馆员必须始终保持良好的形象，维持图书馆

良好的环境，积极热心的对待读者。同时，图书馆员必须持续

学习，提升专业素养，紧跟时代的步伐，熟悉高校学科专业前沿

资讯，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解决读者的问题。当图书馆员面对

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应该具备检索与问题有关的参考资料的能

力。另外，图书馆员也应注意加强读者对图书馆的信心，创造

有利的人道主义环境，在整洁的阅读区域中，努力营造平静而

温暖的氛围，提升读者对图书馆的热情。高校图书馆应该为读

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得读者的阅读过程尽可能地舒适和

享受。重视细节，改变细节，就会吸引更多的读者。

（3）提升图书馆创新服务模式。图书馆可以为不同类型的

读者建立特殊图书室，例如：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因为大学

里的学业繁重，而导致他们在课外书籍所花的时间很少，他们

会潜意识的感觉课外书籍对学习没有帮助。为了解决这种现

象，在图书馆可以创建“值得一看”适合大一学生的书籍，如世

界著名的作品、中国经典作品或一些哲学类的书籍。对高年级

学生来说，主要问题是完成毕业论文，他们通常需要一个收集

信息的图书室，有利于完成他们的论文。此外，图书馆还可以

为学位论文准备资料的高年级学生提供特殊服务，如毕业论文

要求、考试形式、论文相关资料中英文翻译等，从而解决高年级

学生在编写学位论文时的问题。

（4）开展图书馆阅读活动。每年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

高校图书馆不应该只在读书日当天宣传，而应将活动延长至读

书月加强宣传，由此可以组织各种类型的阅读活动，吸引更多

的读者进入图书馆。除了特殊的节日宣传，图书馆还可以组织

一些日常阅读活动。阅读活动应迎合高校读者的喜好，以吸引

读者进入图书馆为目的。例如，可以设置优秀读者、读者借阅

排行榜、资源荐购标兵等活动形式，并相应地给予奖励。奖励

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高认识，增加读者的参与人数。同时，图

书馆也可以通过创建微信群、QQ群、开通图书馆微博来传递新

增馆藏资源等信息，方便读者及时、快速地了解图书馆资讯。

（5）优化图书馆借阅系统。图书馆借阅系统的更新、升级

对读者的影响范围广泛，而且容易被忽视。试想一个第一次去

图书馆借阅的读者，由于借阅经验不足而导致查找资源的过程

十分困难，好不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源还要继续求助他人，

寻求如何将资源借出馆外的方法，这样的体验非常影响读者的

借阅热情。因此，简化借阅过程、精简检索流程，对于提升读者

的借阅量是有很大帮助的。

（6）培养图书馆忠实读者。作为图书馆员，应该利用各种方法

和手段培养读者对纸质资源的阅读热情，只有培养忠实的读者才

可以吸引更多的新读者进入图书馆，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图书

馆纸质资源的利用率，忠实的读者对图书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4 结束语

研究高校图书馆馆藏纸质资源的利用率，其根本目的是为

了更好地为读者提供服务，更好地满足读者的资源需求，让读

者感受到图书馆的魅力。读者对于图书馆馆藏资源进行深入

了解后，才能认识到图书馆的重要性，图书馆才能真正发挥出

它应有的作用，高校图书馆馆藏纸质资源利用率才会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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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74 页）工作路径，实现资助工作与贫困生健康成长的

完美结合，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进一步探索。在大数据分析的基

础上，将高校的贫困生资助工作带入到崭新的时代中，促进精

准化方向的进一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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