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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院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

中国贫困生资助工作的“主战场”之一。而贫困生的判定则

是资助工作的前提。精准地对贫困生进行判定可以使有限的

资源用在最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而这也是教育资助的根本

宗旨。要提高贫困生认定的准确性首先要对现有贫困生认定

方式有充分的了解，本文旨在通过不同群体对高职院校现有

贫困生判定方法的调查，了解何种认定方法能够得到更多人

的认可，从而为高职院校贫困生的认定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

实际参考。

2  概念界定与样本选择

2.1  概念界定

贫困生是指家庭收入低，负担不起学杂费、生活费的贫

困家庭学生，根据经济困难程度，贫困生的等级又可分为两

类：一般贫困和特别贫困 [1]。而这里所说的高职院校贫困生

是指即将进入高职院校就读或已经在高职院校就读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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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困难导致学生一定程度上在物质条件或生活质量方

面达不到校园生活所需求的最低水平，从而处于困难或者窘

迫状态甚至有可能因贫导致辍学。当然这里采用的是相对贫

困的概念，因为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有很大差距。

2.2  样本选择

本文意在调查与高职院校贫困生相关的各类群体对高

职院校现有贫困生认定方法的认可程度，因此选取的调查对

象为高职院校学生。

3  高职院校贫困生认定的主要方法

第一，学生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例，如家庭情况调查

表、低保证明、残疾证、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家庭单亲情况），

以及学生生源地县乡村各级政府所开具的证明，等等。第

二，了解学生在校的消费情况，例如，学生校园卡消费情况，

通过班级同学侧面了解学生日常消费及有无大额消费等。第

三，根据贫困生认定小组的评判来认定学生的情况。当然在

做贫困生认定时，各个学校都有侧重点，根据前期调查可以

总结为以下几种方法。

3.1  证件证明法

证件证明法里所说的证件是指由学生生源地地方政府

提供的经济困难证明及各类证件，这类证明具有很强的权威

性及真实性，是很多高校对贫困生认定的前提及依据，并且

此类认定方法简单易行，此次调查找中 85.7%的高职院校

在贫困生认定中需要学生提供相应的证件证明。而在对 4类

群体进行的调查问卷中，95.3%的人认为提供相应的证件证

明是贫困生认定过程中的基础环节及必须环节。随着国家对

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各地政府也加大了对开具贫困证明文

件的监管力度，以确保相应证明的真实性。

3.2  日常消费情况调查法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为学校在精准资助方面提供

了新的技术手段，通过对学生校园卡的检测，可以随时导出

学生校园卡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直观地反映学生

在校内的消费情况。并辅之以对学生、辅导员、班主任的侧

面调查了解，通过三方的评判来了解在日常生活中校园卡外

的消费情况，补足校园卡消费无法检测的数据盲区。通过对

数据的挖掘及综合情况的了解，再比对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

综合消费水平的数据及宁波城市大学生月最低生活保障线。

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与平均水平的差距越大说明该生

的贫困程度越高。

3.3  证件证明 + 日常消费情况调查法

此种方法就是结合了以上两种方法，在学生提供相应

证件证明的基础上，在对学生在校的消费情况进行分析。通

过数据分析来相互印证，如学生提供了低保证明，每个城市

都有低保线，如学生来自甘肃，那根据甘肃地区的相关文件

来查证甘肃地区的低保线，再根据学生的消费情况来看学生

的日常花费是否远超这个限额。通过相互验证，相互证实来

更加精准地判定学生的贫困情况。

3.4  证件证明 + 实地家庭调查法

所谓证件证明 +实地家庭调查法就是在证件证明法的

基础上，通过对申请人家庭的实际情况实地调查来作为判定

申请人的实际情况，以判定其贫困程度。现在各个高校采用

的家庭实地调查法主要通过假期的贫困生家庭走访来进行，

此种方法虽然能直观地了解贫困生的实际家庭情况，但是因

为贫困生人数众多，耗费人力物力巨大。

当然，除了以上 4种方法，还有少数高职院校或者二

级学院采用一些其他的认定方法，但是根据调查，无论哪种

方法都是这些认定方式的组合，可能在细分数据上的侧重有

所不同。

4  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宁波高职院校的调查发现，宁波高职院校目前

采用的贫困生认定方法主要为以下几类：证件证明法、日常

消费情况调查法、证件证明 +日常消费调查法、证件证明 +

实地调研。这些认定方法所依靠的详细数据材料主要分为实

地调研、低保证明等相关文件、乡镇开具的贫困证明、残疾

证、最低生活保障线界定、班主任辅导员判定、校园卡监测

数据、班级认定小组认定这 8类。

高职院校贫困生认定工作要不断提高获取信息的准确

性、有效性、全面性及可量化性，以此来保证贫困生认定的

准确性、公平性。具体几点建议如下：①对有条件的高职院

校可以尽可能多地做实地调研。②扩大判定信息的获取途

径。③精准扶贫是国家战略，而对学生的精准资助又是国家

精准扶贫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学校在做工作时要时刻关注国

家政策，让贫困生判定工作紧跟国家步伐，顺应时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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