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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home visit is an exten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tudent management. China has won a 
complete victor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oncept and method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innovated and enriched 
the methods and mean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home visit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accurately helping poor college students. Home visit help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schools, and innovate the student management mod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ental health growth of poor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aid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of home visit work 
for poor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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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精准扶贫视角下的广西高校贫困大学生家访工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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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家访活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的延伸。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胜，所形成的精准扶贫的工作理念
和方式创新和丰富了基层治理的方法手段。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家访工作，是精准帮扶贫困大学生资助工作的前置。家
访有助于搭建师生沟通桥梁，促成家长和学校良性互动、创新学生管理工作模式，对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和优化高校
学生资助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精准扶贫为切入角，探析广西高校贫困大学生家访工作的实施环节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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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9 年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政政治教育理论与

实践研究课题 C 类（项目编号：2019SZ081）；2020 年度

广西财经学院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立项研究课题 C 类“精

准扶贫视角下广西高校贫困大学生家访工作研究”（项目编

号：2020SZC23）。

【作者简介】董建（1985-），男，中国广西钟山人，硕士，

副教授，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党团建设与管理研究。

1 引言

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基

本教育均等化，教育公平、入学公平惠及到越来越多的学生。

精准扶贫是国家新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

裕目标的重要扶贫方式，内涵是精确管理、精准识别。中国

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胜，所形成的精准扶贫的工作理念和方

式创新和丰富了基层治理的方法手段。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5 年过渡期内，“四个不摘”政

策仍需要落实。贫困大学生作为特殊的学生群体，在物质层

面、心理健康层面上都需要得到学校的帮扶。家访即个别访

问，通过对个体学生的具体拜访来了解相关情况，实现学校

与家庭互动。在精准扶贫视角下，通过家访工作来增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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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与扶智的实施步骤，是当下学生资助管理工作中卓有成

效的渠道。

2 精准扶贫视角下高校贫困大学生家访工作
的必要性

2.1 保障教育公平，确保“应助尽助”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

“精准扶贫”的内涵，即：“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地方要优化

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治贫

须治愚、扶困先扶智，教育扶贫肩负着国家“十三五”脱贫

规划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大责任。对贫困大学生精

准扶贫的家访工作，是确保“应助尽助”的助学思路的体现；

精准帮扶到每一个贫困大学生，保障着教育资源的均等和公

平 [1]。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胜，绝对贫困被消除。但脱贫攻坚精

神和精准扶贫的工作方式，在乡村振兴的视域下，在高校资

助育人工作上，依旧需要得到传承和发挥。

2.2 搭建师生互信桥梁，改进思政工作方式

家访是新时期沟通学生、学校和家庭三个教育因素之

间关系的重要工作手段，也是学生资助管理工作开展的重要

方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就指出：“学校要探索建立与大学生

家庭联系沟通的机制，相互配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家访工作，拓宽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操作空间，不但

体现对高校贫困生工作的重视，亦是新时期学校和学生家庭

的有效渠道，有利于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

有利于改进和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水平。

2.3 精准帮扶，提高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科学性

家访将资助管理工作延伸至家庭，更好地了解学生成

长背景、摸清家庭经济情况，掌握贫困生的思想状况。有的

放矢地做好相关记录，确保了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提高了帮

扶贫困大学生的精准性。从精确识别到帮扶，根据一套科学

的方法和程序，既能够帮扶到位，又能提高学生资助管理工

作的科学性。为贫困大学生带去希望和帮助，有利于贫困大

学生克服自卑，树立学习和生活上的信心。

3 广西高校贫困大学生家访工作现状分析

目前，广西高校基本构建了以“奖、贷、助、补、减、免”

为主的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国家和自治区在解决绝大多数

贫困大学生在校期间生活困难问题方面下了大力度，成效显

著。此外，为了帮助建档立卡的贫困大学生，广西壮族自治

区教育厅联合财政厅、扶贫开发办公室、区物价局于 2016

年下达了《关于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学生资助项目组织

实施工作的通知》。2019 年起将建档立卡等四类非寄宿生

也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范围，实现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100% 资助。“十三五”期间，广西

累计投入各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资助资金 103.8 亿

元，受助学生 590.12 万人。为了更好地精准识别贫困大学

生，一些高校如广西财经学院利用假期深入贫困生大学生家

庭进行家访，宣讲学校资助政策，疏导贫困生心理工作。实

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耦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

在精准扶贫视角下，精准扶贫下的高校家访工作还存在一定

困难，需要不断深化 [2]。

3.1 贫困生认定精准化识别方式有待提高

高校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方式较为程序单一化、

缺乏精细化，主要依靠学生递交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

况调查表》《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扶

贫手册》等材料进行审核认定。由辅导员或班主任协同主要

班级学生干部组成贫困生资助评议小组，根据国家政策和自

治区文件要求进行评议，个别班级在贫困生界定与认定的方

法还较为简单，不够严谨和精准，尤其是面临材料和数据的

信息不对称性。

此外，个别贫困生因自卑心理还不敢申请贫困资助，

相反极少数家访经济较为富裕的同学为了获得贫困生奖学

金资格或者贫困补助而积极拉关系申报。个别地方民政机构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界定、盖章工作还不够规范和严谨，

缺乏入户调查与核实。客观造成了极个别学生通过虚假证明

来获得贫困资助的现象屡禁不止。

3.2 高校与学生家庭间缺乏沟通反馈

高校作为学生工作日常管理的实施者，需要建立与贫

困生家庭沟通的渠道，家庭信息的反馈是必要的，学生家庭

的良好评价是学校声誉的有效社会反馈渠道之一。目前，高

校与学生家庭间缺乏沟通反馈，是当前贫困生家访过程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贫困学生作为特殊群体，往往对辅导

员的家访工作有一些抵触，担心老师向家里“告状”或者“打

小报告”。另一方面高校受限于家访的经费和家访时间、交

通等条件，家访的范围和幅度较小，家访的覆盖面也比较低。

仅仅通过简单的通讯工具进行沟通，沟通的方式对解决贫困

生帮扶问题的效果还不大，这些都是高校辅导员家访过程中

存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3.3 贫困生的心理疏导和就业指导有待加强

贫困生往往会因家庭经济基础的薄弱而容易产生自卑、

抑郁等心理问题，这不单是个体问题，也属于社会性质问题。

与家庭教育、经济基础、个体偏见等因素共同影响了贫困生

心理健康状态。据调查，绝大部分贫困生的心理状况是健康、

自立自强和对生活充满希望，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学的心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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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亚健康或者不健康状态，遇事容易偏激和容易放弃或者绝

对化。这方面缺乏学校通过家访和日常管理来共同疏导。

据悉，广西高校每年都会对不同年级开展《就业指导》

《创业教育》等教育课程，但课程教学内容的衔接新、应用

性较为薄弱。大班上课导致授课教师无法针对贫困大学生更

为实用的职业辅导、“一对一”辅导。对贫困大学生的就业

指导工作方面还不够专业性，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一定程

度影响了贫困大学生就业的质量和效果。

4 广西财经学院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
实践

长期以来，广西财经学院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根

本任务，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导向，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创新路径和方法，坚持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家访工作。

围绕学生成长成才的目标，近 5 年累计组织走访贫困生家庭

一千余户，有效增强了家校育人协作与成效，使老师与家长

能面对面沟通和探讨孩子们的教育方式。

一是坚守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初心，把学校教育的着力

点延伸家访上。家访过程中注重把学生的专业、年级、人才

培养内容等关键要素融入家校沟通语境，引导家长配合好学

校教育管理。在探寻孩子发展路径上，更侧重培养良好家风

家教，一起守护学生成长成才。

二是把关心学生成长成才放在家访的重心上，以增进

家校融合为目标。家访老师向家长和学生面对面谈心，又能

让家长了解其子女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让受访学生感到温

暖，培养其爱校荣校意识。同时，家访老师也了解了受访学

生的家庭情况，对学生的品性和成才方式有了更直观了解，

有益于日后的思政工作。

三是把握资助育人的科学性和精准线，搭建家校沟通

桥梁。学校坚持搭建家校沟通“连心桥”，将解决思想问题

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作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抓

手和举措，以帮助学生成长成才为己任，落实各项资助政策

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家访老师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进行深入

了解、了解贫困原因，宣讲有关资助政策、帮扶措施，使受

访家长和学生对国家和自治区及学校的教育帮扶政策有了

更好的了解。打消家庭教育投入的顾虑，也让学校更好地了

解学生就业、心理上的疑惑，真正学生资助工作做事做细，

把教育扶贫和教育振兴乡村的功效发挥好 [3]。

5 精准扶贫下广西高校贫困大学生家访工作
探析

家访工作，是落实《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中“落实好对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有关工作，积极帮助经济

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内容的有力举措，也是贯彻《关于新时

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重要抓手，有效帮助

高校辅导员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对于广西高校

贫困大学生的精准家访工作，可以分为前期维度、中期维度、

后期维度。

5.1 家访工作前期维度

首先，家访工作的前期维度，主要通过精准家访、把

握家访时机和技巧来实现。精准扶贫，重心在于精准识别扶

贫对象；精准家访，选择的家访对象也不是随意的，而是

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一些重点和难点的对象。例如，家庭经

济严重困难的先行走访，偏远地区的贫困生重点纳入家访

范围。

其次，需要把握精准家访的时机。应当充分利用寒暑期、

节假日等时间节点，提前对学生家长进行家访预约，商讨符

合双方的时间、地点，切忌搞突访。通过辅导员、学生干部

先行对家访对象了解相关家庭成员、主要劳动力、经济条件

等信息，以便提高谈话效果。如学生家长觉得走访时间不便，

则需再次商讨，另行安排。

最后，需要掌握家访的技巧和方法来提高家访效果。

当下，一些学生家长对家访工作存在偏见，认为“家访即告

状”，对来访老师的目的和子女在校期间的表现存在疑虑。

这些都需要家访教师使用渗透教育的方法，掌握一定的心理

咨询的技能，运用共情、倾听的艺术，使得家访事半功倍，

提升家访工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5.2 家访工作中期维度

家访的中期维度即入户走访阶段，需要做好资助政策

宣讲、学生信息反馈和贫困生经济情况记录和识别工作。辅

导员家访应与专任教师形成思政教育工作的合力，既要宣传

学校发展状况、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相关资助政策，并向

学生家长反馈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表现情况，又要消除学生

家长对专业、学生就业前景的疑虑；入户家访还需做好信息

登记工作，建立贫困生家访档案。记录家访原目的、家访对

象、贫困生家庭经济困难原因、谈话内容、时间、地点等信息。

并进行贫困程度的甄别与分类。最大程度地实现家庭教育和

学校教育的耦合，贫困生资助和思想教育的统一，形成学校

与家庭两方合力。

5.3 家访工作的后期维度

家访工作的后期维度，主要从对贫困生的精准帮扶、

心理辅导和就业指导着手。利用家访所得档案信息，在物质

和精神双向需求上对贫困生大学生进行精准帮扶，区别不同

类型的贫困大学生的特征，提高资助的管理水平。例如，针

对品学兼优的同学，在申报奖学金方面进行引导；针对家庭

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除了应有的助学金资助，还应提供勤

工俭学的岗位来减轻他们的家庭负担；加强对贫困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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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辅导，辅导员利用家访信息，通过谈心谈话，帮助他们

打开因贫困导致的自卑情结；通过系列感恩励志教育活动，

引导他们培养自强不息的品质；加强对贫困大学生的针对性

的就业、创业辅导，帮助他们做好职业规划，辅导应试技巧；

规范家访工作，使之形成制度化与常态化，把解决学生的思

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统一起来；创新家访方式，利用新媒体、

通讯工具，定期或不定期反馈贫困大学生在校表现情况，进

一步加强家校双方有效互动。

6 结语

对待高校贫困大学生，既要扶贫也要扶智。家访工作

是扶贫和扶智并重的方式和手段。对于创新学生资助管理工

作模式、实现学校和家庭良性互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精

准扶贫视角下，精准家访的作用将会在高校育人工作上越来

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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