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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tage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f education are that it can achieve accurate, comprehensive and 

targeted educational assistance, accomplish the goal of accurate aspi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and stop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s a result, in recent years, education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plenty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tudy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f education with the definition and main research 

perspectives, using the timeline as the primary research direction. It is derived tha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f educ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This process consist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at realizes 

precise identification, precise project, accurate implementation and precise effect, and organic integration with 

economic, cultural, policy, social and other environments. Also,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become three-

dimensional. The cur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focuses o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f education models, 

which can involve many other research perspectives. Besides, this paper suggests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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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精准扶贫相较于教育扶贫能够实现更精准、更全面、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帮扶，完成精准扶志、扶

智的目标，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因而，近年来教育精准扶贫成为了精准扶贫的研究热点。本文基于大

量文献的研究与分析，以近年来教育精准扶贫的含义和主要研究角度出发，以时间线作为主要研究方

向综述教育精准扶贫现有研究结果。得出教育精准扶贫是实现识别精准、项目精准、落实精准、效果

精准的教育精准扶贫以及与经济、文化、政策、社会等环境实现有机结合的精准扶贫过程。且当前研

究角度呈现立体化，以教育精准扶贫模式为侧重点，将各研究角度紧密衔接，增强研究的全面性与可

实践性。除此之外，指出研究可能提升的方向，为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教育精准扶贫，含义，研究角度，文献综述  

 

1.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攻坚的工作中提出了两个新

思想，一是“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二是“精准

扶贫”。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了教育是阻止贫困代际传递

的重要途径，并明确指出要加大政策落实力度，精准落

实教育扶贫。由此可见，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推进，精

准扶贫政策的一步步深入，原有的输血式扶贫方式以及

大水漫灌的帮扶措施的诟病随着时代的检验日益凸显，

而通过教育精准扶贫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与自我

发展能力成为了当前精准扶贫战略的主要方向。在党的

号召下，各地政府逐渐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各地区的

发展基础与条件有所差异，因此在教育扶贫的过程中，

基于精准扶贫理论，摒弃先前无差异的教育扶贫模式，

将教育扶贫精准化，实现精准度高、监管力度强、各方

共同努力的教育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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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精准扶贫的含义 

对于贫困的含义，多数学者在总结时提出一普遍规

律，即贫困的含义始于经济角度。阿玛蒂亚·森提出可

行能力理论后，经济不再是贫困唯一的判断标准，社会、

法律、环境等因素的重要性逐渐凸显。2011 年，联合国

将贫困定义为人缺少获得机会和有效参与社会活动的

能力以及人尊严的侵犯。同年，世界银行的贫困定义中

包含着经济条件差、健康和受教育水平低、环境恶劣以

及缺少更好的发展机会等。从这两个定义中可以清楚得

知当前对于贫困的定义不再单一制约于经济、收入，而

是发展为以贫困人口为出发点，加之贫困地区的大环境

影响下发散性的贫困内涵。贫困人口的能力成为了主要

的研究对象，因此借助教育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在脱贫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教育扶贫的本质就是通过扶持教育来达到摆脱贫

困的效果。刘军豪等（2016）认为通过教育能够极大的

改善人力资源的质量与人口的素质，转变贫困人口的贫

穷思想，从而达到持续性的脱贫攻坚效果
[1]
。钟秉林在

接受钟慧笑（2016）的采访时提出，教育扶贫就是公共

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通过对贫困人口提升教育投

入和教育资助服务，来提升贫困人口的知识技能和文化

素质，以促进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而使得地区摆脱

贫困
[2]
。代蕊华等（2017）指出教育扶贫能够根据不同

地区的贫困人口的教育需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措

施，以此提升贫困人口的素质和知识技能水平，达到永

久性脱贫的目标
[3]
。在对教育扶贫进行定义时，多数学

者的焦点在宏观意义上教育帮扶脱贫的方法与效果，其

出发点是教育能够提升贫困人口的素质水平和知识技

能，并通过其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真正脱贫，关注点在教

育资源分布上。但不同学者在定义时研究视角各不相

同，因此教育扶贫定义体系比较分散，仍未形成一个统

一的定义。 

教育精准扶贫则是在教育扶贫的基础上，借助习近

平对精准扶贫概念的阐释，形成识别精准、政策精准、

兼顾投入与成效，重视成果监督的精准型教育扶贫体

系。学者张翔（2016）在研究中指出教育精准扶贫要在

基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的精准教育扶贫措

施之上，重视教育扶贫的资源配置效率
[4]
。刘航等

（2018）在定义教育精准扶贫时，也将重点放在了资源

使用效率上，他认为教育精准扶贫就是使有效的教育资

源发挥最优的扶贫效能，不再仅仅关注教育普及问题，

而是逐步向个人发展以及代际影响传递方面发展完善
[5]
。余应鸿（2018）在研究中提到教育精准扶贫就是通

过对帮扶对象、帮扶项目和帮扶措施的精准化达到精准

提升贫困人口素质和知识技能水平以精准脱贫的目的
[6]
。邢慧斌等（2019）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教育精准扶贫

的概念，认为不仅要从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上下功夫，

也要注重扶贫的支持环境
[7]
。在对教育精准扶贫进行定

义时，学者倾向于突出教育精准扶贫与教育扶贫之间产

生差别的精准二字上，重点阐明了以哪些指标界定教育

精准扶贫。随着教育精准扶贫进程的不断推进，学者们

对于教育精准扶贫的定义也从注重精准性到过程与效

果兼顾再到宏观与微观层面相结合的过程，研究范围不

断扩大、内含体系更为丰富和完善。不同学者提出了不

同的量化标准，使得教育精准扶贫不再是某一领域或某

一部门的工作，而是多方位融合进行的一项任务。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理论研究以及实证研究两个

方面为主。在理论研究方面，李兴州（2017）以公平正

义为出发点，认为教育扶贫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帮助贫困

人口脱贫，更是要保证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权利、条件和

收益公平正义
[8]
。段从宇等（2018）在研究中表明，要

将老师、贫困人口、教育活动三者进行有机结合，并要

在学校、家庭、社会、自我四个横向方面以及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三个纵向方面对教育扶贫的措施进

行综合考量
[9]
。沈费伟（2019）以信息化为抓手，提出

了借助信息化帮扶、发展农村地区教育的新型教育精准

扶贫道路
[10]
。在实证研究方面，曾天山（2016）通过对

滇西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提出在按需进行教育扶贫的基

础上，要更新教育扶贫的理念、创新教育扶贫的机制
[11]
。杨荣敏（2020）以天津地区职业教育作为分析对象，

阐释天津市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制度建设、具体帮扶措

施及成果成效，对天津市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进行

梳理的同时展现成功模式、提供可实践扶贫措施
[12]
。曹

志峰（2020）通过对台江县“组团植入式”教育帮扶机

制的措施及成效的分析，认为此帮扶方式能够弥补贫困

学生文化资本不足，增强民族地区文化资本，切实提升

学习能力及教学质量
[13]
。在教育精准扶贫前期研究中，

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理论研究为主。随着各

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逐渐显现，研究方法也

逐渐转向实证研究，通过现实政策更为直观的展现经验

与不足，研究成果也更具可实践性。但由于政策实施时

间较短，学者们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实施措施与效果

总结上，对现状缺乏批判性思维。 

3. 教育精准扶贫研究角度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角度逐

渐增多、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通过整理随着时间变化的

热点研究角度能够把握研究脉络、探寻研究方向。 

3.1. 精准度 

教育精准扶贫的关键就在于精准二字，即在精准识

别贫困人口的前提下基于不同地区的特定发展条件来

实行更为适宜的教育扶贫政策。胡蝶（2016）在研究中

提出了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性并指出要从办学校、完善

学校设施、改善食宿条件和资助贫困学生四个方面抓精

准
[14]
。李鹏等（2017）通过建立过程分析模型论述职业

教育精准扶贫存在的困境及策略，该模型主要说明了要

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再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培训
[15]

。姚

松（2018）通过对 X 省政策的研究，将不精准问题总结

为政策的机械式执行、选择式执行、敷衍式执行以及寻

租式执行四个方面。他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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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不精准、不贴合造成人口识别不准确、教育资源分

配不均衡以及政策落实缺陷大等问题
[16]

。仲敏（2019）

在她的研究中指出贫困地区政府在精准教育扶贫的过

程中出现了政策、实施过程、实施理念的精准度不足
[17]

。主要表现为政府不考虑当地实情照搬政策或实施

经验，无法实现精准落实。精准度正是原有的教育扶贫

所缺少的因素，因此在教育精准扶贫前期的研究中如何

加强教育扶贫的精准度是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角度。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精准度的研究不再是单一的研究方

向，而是融入到各类研究角度之中，成为一项主要的研

究因素，因而对精准度的研究一直都是热点研究角度。 

3.2. 职业教育 

对于贫困地区来说，职业教育能够快速提升贫困人

口的操作技能水平及工作能力，不需要前期的大量投入

就能帮助贫困人口提升获得经济收益的能力，因此研究

前期也是将职业教育作为主要研究角度。朱爱国等

（2016）在研究中阐述了职业教育在教育精准扶贫中的

重要性，指出职业教育能够帮助贫困人口改变现状、快

速脱贫致富，在此基础上提出职业教育要在入学、培养、

资助等方面实现精准
[18]
。彭晓红（2017）在研究中指出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应该注重精准识别、帮扶机制、帮扶

举措、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资源配置的问题
[19]
。朱德全

等（2018）则从农民工融入城镇化的视角探讨职业教育

在帮助提升经济水平、社会身份、心理认同上的作用，

除了识别和培训内容要精准，社会各界也要共同创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包括政府政策的支持、企业学校的合作、

行业的市场预测等
[20]
。陈超等（2019）通过借助国外已

有指标体系加之大湘西地区职业教育调研结果，得出大

湘西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成果与不足之处，并对其

他地区的职业教育检验提供了指标体系模型
[21]

。职业

教育在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中占比大，从 2016 年至今

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角度。研究前期的着眼点大多在如何

提升职业教育的精准度，随着精准度研究的不断完善，

更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职业精准教育的帮扶内容、帮

扶体系、帮扶环境等方面，使得教育精准扶贫在职业教

育方面的研究体系更为全面。 

3.3. 信息化 

教育精准扶贫信息化能够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建立各类数据统计平台，一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实时、

动态监管贫困人口情况及项目进展现状等，另一方面也

能够让学校教师借助平台进行自身能力提升、全方位管

理学生学习生活。任友群等（2017）在研究中提出了通

过教育信息化建立数据平台能够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精

准制定帮扶项目、精准追踪帮扶流程、精准监督帮扶工

程、精准建设教师队伍、精准实现帮扶目标
[22]
。在研究

中详细提出了数据平台所能够执行的各项工作，借助数

据平台解决之前所提出的各类教育扶贫中的不精准、不

完善的问题。林裕如等（2019）则通过实践研究深入探

讨了湖北省 H 县和 L 县两个县的信息化平台的应用模

式。通过智能平台各个学校之间能够形成资源的共享，

同时贫困学生信息也能够在平台中实现精准识别与管

理
[23]
。平台丰富了教学与学习生活，但也存在着学生信

息输入易出错、留守学生与父母沟通方式单一等问题。

刘军等（2020）从扶贫的主体、方式、政策和内容四个

方面总结了多地运用信息化发展教育精准扶贫的内容

与成效，同时提出信息化平台存在数据流通不畅、多元

主体参与度不高、民族文化欠缺的问题
[24]

。由此看来，

通过信息化数据平台来精准管控贫困人口以及教学质

量已经成为了当前高效教育精准扶贫手段，越来越多概

念化的平台设想也在多地的研发中得以实现。信息化的

研究在前期主要集中在提出设想阶段，偏向于理论研

究。随着信息化技术和大数据的不断发展，各地政府信

息化平台的建立和完善，当前信息化的研究转向实证研

究。但研究仍局限于单一学科，对信息化研究专业性不

强，功能设想繁多，缺少可实践性。 

3.4. 教育精准扶贫模式 

理论研究体系随着研究的进展逐渐完善，随后学者

将研究方向转向了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探讨。通过

总结、创新扶贫模式宣传各地教育精准扶贫成功经验，

为其他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提供模型参考。柴自贵（2019）

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教育信息化、教师专业化和高效的

四个方面总结西南地区现有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特点

与现状，提出了模式的不足之处，并从提高资金投入以

及提升教师水平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25]

。朱成晨

等（2019）在研究中提出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指

出要从扶志、扶心、扶智、扶资、扶业建立模式逻辑框

架，将课程、课堂、基地、产业、农校、高校六个方面

进行联动，在提升农村人口技能水平的同时促进乡村振

兴的发展
[26]

。左明章等（2019）从扶智、扶志、扶学三

者的关系入手，认为只有三者密切结合才能够实现脱贫

的短期目标与长期效果，在理论的基础上借助教育信息

化能够更好的实现这种模式构建
[27]

。学者研究教育精

准扶贫模式从具体地区的模式研究继而发展到适用于

不同地区的广泛化模式构建。从个别地区到各个地区，

从职业教育到多种教育相结合，教育精准扶贫模式体系

不断完善且模式逻辑更加严谨、模式内容更为细致，有

着明确的目标与逻辑框架。但学者对所构建模型还都停

留在理论阶段，缺少量化的数据实验支持。 

4. 总结 

总体来看，对于教育精准扶贫的概念，在基于精准

落实教育扶贫的基础上不同学者从其研究角度出发对

此概念进行创新与丰富，使得教育精准扶贫的概念体系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完善。研究方法从理论研究转

向实证研究，借助政策实际运行现状以及运行数据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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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教育精准扶贫实现过程中的问题与困难，切实帮助

实现精准教育扶贫。因而，当前的教育精准扶贫就是实

现识别精准、项目精准、落实精准、效果精准的教育精

准扶贫以及与经济、文化、政策、社会等环境实现有机

结合的精准扶贫过程。在研究角度上，精准度与职业教

育是研究初期的着眼点也是一直以来的研究热点，随着

研究角度的创新与发展，精准度与职业教育成为了教育

精准扶贫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研究指标。信息化角度的研

究因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各地政府信息化平台的相继

投入使用随之丰富。但由于信息化专业性较强，多数学

者的研究集中在实证研究加之功能设想，缺乏创新与技

术方面可操作性。近两年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成为了新兴

的研究角度，以现有教育精准扶贫模式为问题的核心，

综合考量各类研究指标，找到当前模式症结所在并据此

进行针对性的模式优化，对实践的帮助更为全面。与教

育精准扶贫的概念特征相对应，研究角度也在向全方

位、立体化的方向发展，实现各角度的融合互动，创新

完善教育精准扶贫模式，增强研究的全面性与可实践

性。笔者认为目前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

足。 

学科单一性强，缺乏多学科的交叉研究。现有教育

精准扶贫的研究仍集中在社会学或经济学角度，单一的

学科研究限制了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过多的将目光放

在政策、经济等因素，忽视了其他因素对于教育精准扶

贫的影响。教育扶贫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创新性的

想法与实践需要心理学、计算机技术等不同学科参与。

在研究中通过各学科的交叉碰撞，能够开拓新的思路，

使得相对应的对策建议更具实践性与可操作性，不断提

高研究质量。 

研究重点集中于现行政策，缺少对受教育群体的研

究。现研究的许多问题或措施的提出都基于一个研究者

们共同假定并认可的前提，即只要有机会受教育群体就

愿意接受教育。但是受教育群体自愿学习的积极性如

何，对于教育精准扶贫是否了解、有什么需求却鲜有研

究者进行研究。只有让贫困人口有自主学习的意识与能

力才能够真正实现教育精准扶贫的目的。许多学者在研

究中仍以成绩作为衡量教师水平或学生能力的标准，针

对贫困地区的受教育群体而言，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

自主性的高低而非成绩的高低。应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

受教育群体的学习意愿上，探究如何打开思维与眼界的

桎梏、丰富匮乏的精神活动、创造自我发展的想法与动

力，在追求教育公平与资源分配平等的同时深入研究受

教育群体的心理、提升其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缺少对社会的深入研究。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提

到了城乡差距以及社会阶层产生的降低自我认知的心

理，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

配，更多的是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认知以及其他社

会原因所造成的现象。正是因为种种社会因素影响才会

造成当前过度重视城市、轻蔑农村、城乡之间出现严重

断层的现象。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深入分析，探究存在于

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能够更直接地了解政策偏向

性的原因以及贫困地区受教育群体的心理活动，从而更

为快速、准确的借助教育实现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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