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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30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做

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该意见中

指出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实现精准资助的前提，是
做好学生资助工作的基础。如何公平、公正、公开做好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必须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

结合。既要建立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进行定量评价，也
要通过定性分析修正量化结果，更加准确、全面地了解

学生的实际情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39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对于高校来

说，就是要一对一将有限的资金发放给需要帮助的家庭

经济困难生，而实现精准资助的前提是做到精准认定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贫困生认定工作主

要是依靠定性方法，如何在资助工作中坚持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 就需要探索构建科学的量化认定指标体系，本
文基于层次分析法提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的

量化体系，从而为实现精准认定提供一种新路径，使得

高校学生工作更加科学合理，不断创新发展。
一、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贫困生认定方法

（一）层次分析法基本原理

层次分析法（AHP）是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

授托马斯·萨蒂（Thomas L·saaty）于本世纪 70 年代初

创立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通过把决策分成目

标、准则、方案或者更多的层次，在此分解的基础之上不

止通过定性，而且把定量的计算过程加入而使用的一种

决策方法。
（二）使用层次分析法的贫困生认定方法构造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主要有四个步骤：（1）建立层次

结构模型；（2）构造成对比较矩阵；（3）层次单排序及一

致性检验；（4）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三）设立层次结构模型

层次分析法强调决策问题的层次性“即先理清各个

因素之间的包含关系”， 再把它们整合在同一个层次结

构图中，我们把层次结构图分成四个层次：（1）决策层：
为什么要使用层次分析法，这个方法应该帮助我们解决

什么问题；（2）因素层：将影响因素进行分类；（3）指标

层：将影响因素的具体原因进行分解；（4）方案层：供我

们进行决策时的科学量化方案。
因此，在资助工作的评选环节中，我们把层次分析

法运用到第一个步骤：认定贫困生。 层次分析法的第一

层也就是目标层，对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第二层，
导致家庭贫困的原因：家庭成员原因、社会原因、个人原

因等等；第三层，指标层，导致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各种

具体原因（如欠债情况、地质自然灾害、家庭成员情况、
受教育程度、房屋居住等具体情况）；第四层，方案层，判
断出班级哪些学生是认定的对象。
（四）构造判断矩阵

在指标层各量间进行两两比较，采用萨蒂的 9标度

法取值，在征求长期从事资助工作的专职老师和学生本

人的辅导员、班主任、任课老师，甚至是同学的综合意

见，确定好目标判断矩阵，综合选出导致家庭经济困难

的因素，先将这些因素两两对比，最后再比较剩余的这

些因素导致学生家庭经济贫困的程度的比例，才能更科

学地确定贫困生的认定指标体系。
二、模型的建立和求解

（一）构建贫困生认定指标体系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对不同学院、班级、专业学生影

响其家庭经济困难的因素进行分析， 得出困难指标体

系，具体内容见表 1、表 2、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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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校贫困生认定和资助工作中如何公平、公正、公开，通过科学的方式，一对一将有限的资金发放给

需要帮助的家庭经济困难生，如何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生是众多辅导员经常思考和探索的问题。目前，在困难认

定的过程中，主要是依靠定性的方式，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进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其将影响因素和因变

量进行量化处理，并寻找到因变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科学数量关系式，消除人的主观判断，通过权重计算出所有学

生的赋分，加总求和，按照顺序排列得出结果，结合学生的在校表现，使得决策与分析相协调可以使用其分析结果

来做出有效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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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校贫困生认定的指标体系级及指标所占权重

表 2 二级指标所占权重

表 3 评价及赋分（部分）

（二）贫困生认定模型

通过对所有学生的信息收集，得到指标层中的基本

数据和信息，最终得出班级家庭贫困学生的模型（全班

同学的总分）Z=Z1+Z2+…Zn，通过把班级每个学生的总分

与全班同学的总分对比，并参考平均值和中位数，根据

学校的认定文件和相关政策，得出班级学生贫困的初步

模型。
三、模型验证和等级划分

（一）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以某班级某同学为例，该班级总人数为 40人。将其

编号依次标记为“01”“02”…“40”。 由于数据信息量较

大， 本次随机挑选三位同学（“03”“19”“37”）的数据显

示具体的计算过程。
“03”同学基本信息采集

“19”同学基本信息采集

“37”同学基本信息采集

将剩下的所有同学按照上述方式计算他们的各自

总分，并将他们所得分数进行降序排列，结果如下：
某班级 40名同学得分总表

通过上述计算以及国家和高校贫困生认定条件得

到得分前 17名可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与班级学

生家庭经济情况相符。
（二）划分贫困等级范围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统计，计算得出 40名同学的得分，
按照从高到底的顺序进行排序，结合国家和高校贫困认

定条件，得出贫困等级的划分范围。 并通过对多个专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赋分

经济收入

家庭成员

情况

孤儿、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

军人子女
14.55

单亲(父亲过世) 11.55

单亲(母亲过世) 9.55

父母健在，但基本丧失劳动

能力
6.55

父母健在且身体健康无其

他经济负担
7.55

住房情况

仅一套自建农村住房（人均

居住面积不超过20 平方）
5

仅一套自建农村住房(楼
房)

3

家庭无房，租房 5.76

购买商品房（城市刚需）人
均面积不超过30 平方

0

负债情况 填写负债金额
负债5 万元以内，得 0.728分，
负债每增加10%，得分增加5%，

最高得分不超过 7.28分

主要收入

来源

务农 3

务工 3

经商未倒闭 0

城市/农村低保 5

企事业单位职工 0

亲属及社会资助 5

人均
月收入

填写人均月收入

收入800 元以下（含800 元），

得18.34 分，收入每增加10%，
得分减少 5%，减到0 分为止

劳动力

比重
填写劳动力比重

劳动力比重小于或等于20%，得

11.55分，每增加10%，分数减

少10%，减到 0分为止

经济支出

在校生活
基本支出

填写月生活基本支出
500元以下为满分每增加 10%，

得分减 5%，减完为止

医疗支出 本人或直系亲属重大疾病 5

教育支出

处于学前教育人数 每增加一人得1.5 分

处于义务教育人数 每增加一人得1 分

处于高中、职高、中专人数 每增加一人得2 分

处于大专及以上人数 每增加一人得3 分

一级指标 权重

经济收入 0.6666

经济支出 0.3333

二级指标 权重
家庭成员情况 0.1455

住房情况 0.0578

负债情况 0.0728

主要收入来源 0.0917

人均月收入 0.1834

劳动力比重 0.1155

生活基本支出 0.1947

医疗支出 0.0613

教育支出 0.0773

调查选项 学生基本情况 各项得分
家庭成员情况 父母健在 0

住房情况
购买商品房（城市刚需，人均

面积不超过 30平方）
3

负债情况 0 0.728

主要收入来源 务农 3

人均月收入 1500 0

劳动力比重 25% 10.9725
生活基本支出 1300 2.3364

医疗支出 0 0

教育支出（含本人） 义务教育1 人，大专大学1 人 3.5

总分 23.5369

调查选项 学生基本情况 各项得分

家庭成员情况 父母健在 0

住房情况
仅一套自建住房(农村低矮建

筑、非楼房）
5

负债情况 0 0.728

主要收入来源 务农 3

人均月收入 800 12.838

劳动力比重 50% 8.085

生活基本支出 700 9.3456

医疗支出 0 0

教育支出（含本人） 大专大学2 人 5

总分 43.9966

调查选项 学生基本情况 各项得分
家庭成员情况 父母健在 0

住房情况 仅一套自建住房（农村、楼房） 5

负债情况 100000 7.28
主要收入来源 务农 3

人均月收入 500 18.34

劳动力比重 25% 10.9725
生活基本支出 800 8.1774

医疗支出 父母一人残疾，一人重病 5

教育支出（含本人） 大专、大学2 人 5
总分 62.7699

学生编号 得分 学生编号 得分 学生编号 得分 学生编号 得分

1 65.2536 15 39.4587 19 43.9966 39 23.6521

35 18.5237 36 31.4521 37 62.7699 4 36.5489

23 24.8514 2 61.2587 18 28.5698 20 35.2369

6 32.5341 27 25.2634 5 51.8795 14 54.1269

11 30.2569 30 30.2547 31 20.1587 38 46.2587

29 14.5287 22 32.1587 12 15.8743 21 21.3698

7 23.5369 3 23.5369 26 26.4587 28 22.5369

16 45.2687 32 58.4569 9 25.4587 8 16.5237

24 52.2547 25 40.5698 17 26.1254 34 15.5237

10 45.1258 13 38.5789 33 18.5237 40 35.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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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采集、收集和整理，得出相应的三个贫困等级划

分范围。 特殊困难（60分以上，包括 60分）、一般困难

（40～59分），40分及以下不困难。
四、结论

在高校的家庭贫困生认定过程中使用运筹学中的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想法，引入层次分析法

理论，在构建高校贫困生认定层次结构的基础上，通过

分析学生的致贫原因，将原因进行分类，并赋予分值，最
终根据班级的实际情况来划分出班级的贫困等级，已经

由传统的定性方法转变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方

法。
科学合理的量化过程可以理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和资助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在指标量化的环节中，
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学生个人谈话、家访多种方式结合，
使得任何一个指标层的内容有理有据， 进一步找到班

级、学院、学校在认定过程中更深次的问题，并给出具体

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给予学生经济上的

帮助，可以将帮扶与育人，甚至是学生就业关联起来，帮
助一个家庭脱贫。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有助于高校资助

工作的顺利开展， 它的价值在于它可以从大量收集、整
理和准确的分析数据中挖掘出学生的真实生活状态，为
高校的贫困生认定工作提供更加精确的数据和科学的

理论基础，最终在贫困生认定工作机制的建立中，能推

动各个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在创新的台阶，实现育人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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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理念，搭建学习型组织，多渠道给自己“充电”，确
保自身拥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落实好

党的各项教育方针，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平日工作和

教学的全过程，实现个人与学生的共同成长。
四、结语

课程思政是对“教书育人”这一教学本质的回归。课
程思政和师德师风建设在建设目标和建设路径上有很

多共同性， 高职院校要以课程思政建设为价值引领，以
师德师风标兵为先进示范，以师生友好融洽关系为联系

纽带，多措并举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实现课程思政和

师德师风共同提升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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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志凤.立德树人：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基

本站位[J].高教学刊，2019(21)
[3]张琬琪，彭龙生.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时代价

值与路径探析[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

（上接第 37页）
三者是相互依托的、相互联系的。高校实施劳动教育，对
大学生进行劳动观培养中应坚持以生为本，正视劳动教

育中存在的问题，依托“三全育人”，强化劳动理念，确保

劳动教育连贯性，培养学生劳动创新精神。 同时还应同

家庭、社会多方联动融合，真正实现全方位育人，通过多

种途径及教学内容让大学生培养正确劳动价值观，培养

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精神，培养学生的劳动创新精

神，让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真正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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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真正接纳。

新时代高职院校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

实践教育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复杂工程，必须倾全校之

力，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高职院校要持续深入探究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现代职业教育的可持

续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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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2-33.
[2]王辉，陈文东.论高校党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双引领”作用及其实现[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
(7)：45-47.

作者简介：
马力（1989年-），女，汉族，天津静海人，工程师，硕

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党建研究等。

教育·前沿

4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