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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模式、设计保障扶贫效果的长效机制、优化精准扶贫及防止返贫的推进策

略,立足远程教育的政策、品牌、经验优势,分析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贡献与不足,认为:远程教育应面向贫

困地区、贫困群体搭建精准扶贫基本模式,精准实施精神、知识、能力扶贫,坚持标本兼治,满足真实需要;

坚持科学研判,因户精准施策。远程教育还应建立健全扶贫、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做到不摘责任与帮扶,坚
持统分结合,形成系统合力;坚持持续帮扶,防范返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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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扶贫,是通过教育投入、资助服务作用于贫

困人口,使其习得脱贫致富的知识与技能,并最终摆

脱贫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扶贫方

式[1]。作为消除贫穷“代际传递”最有效、最直接的精

准扶贫模式[2],教育扶贫受到颇多的研究关注。
在我国,学者们关注教育扶贫的功能始于20世

纪60年代。1986年,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

领导小组,拉开农村扶贫开发活动序幕。2013年,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贫困村时首倡“精准扶贫”[3];

2015年,在贵州又细化为“六个精准”[4]。经历了精

准扶贫,全国已有15个省的贫困县于2020年4月底

前全部实现脱贫摘帽[5],其余的将在2020年底前完

成收官。绝对贫困虽然基本消除,但据全国各地摸

排,存在返贫风险的已脱贫人口仍有近200万,存在致

贫风险的边缘人口近300万[6]。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

内,相对贫困仍将存在。防止返贫,摘帽不摘责任、不
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尚需进一步落实[7]。

30多年的发展,国内教育扶贫研究与实践均取

得了显著成果,但研究的主题主要聚焦宏观政策、机
制模式,案例多以职业教育、普通高校为主,对远程教

育特别是全国开放大学(电大)系统服务精准扶贫、防
止返贫的研究相对薄弱。鉴此,远程教育精准扶贫、

防止返贫需待深入研究,本文着重探讨远程教育精准

扶贫策略优化。
一、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优势

远程教育具有开放共享、覆盖面广、高效便捷等

特点,在教育精准扶贫工作中具有先天优势[8]。
(一)政策优势

与普通高校相比,远程教育具有“多快好省”培养

大批人才的先天优势,所以,作为继续教育的重要组

成,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远程教育的发

展。党的十七大将“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十八

大将“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十九大将“办好继续教育”
写入主旨报告。为此,村村通工程、整村推进脱贫攻

坚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农村中小

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在广大农村地区得以分步实

施[9]。这些工程极大地改善了我国贫困地区的交通、
通信、网络等状况,为远程教育服务于贫困地区、贫困

群体提供了便利。
(二)品牌优势

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了远程教育的

迅猛发展,进一步彰显与强化了远程教育的特色和优

势:开放的学习理念、灵活的学习方式、丰富的学习资

源、共享的学习平台、新颖的教学模式、先进的网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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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系统的支持服务。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远
程教育更是如虎添翼,让“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

可学”得以实现。就农村教育以及教育扶贫而言,远
程教育可以发挥网络、平台、资源优势,推进“互联网

+”精准扶智,缩小区域、校际教育差距,实现均衡而

有质量的教育;还可以让农村教育扶贫方式和扶贫服

务体系得以重塑,实现农村教育扶贫多元化[10]。
(三)经验优势

远程教育长期坚持面向地方、农村、基层、边远和

少数民族地区,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办学。早在

20世纪90年代,我国电大系统就开办了针对农村教

育的“燎原”中等专业学校;21世纪初,又面向农村开

展了“一村一名大学生培养计划”;之后,又陆续开展

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创业培训计划”等,积累了丰

厚的面向农村办学的经验。目前,远程教育精准扶贫

的参与单位既包括全国开放大学(电大)系统、中央农

业广播电视学校系统,也包括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

开展远程教育的普通高校[11];为贫困群体开展的既

有提升学历的学历教育形式,也有职业技能培训等非

学历教育形式。
二、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现状

(一)贡献

1.满足贫困群体教育需求

远程教育参与扶贫进程中,均能充分发挥学校智

力、物质、网络等资源优势,利用兴建的远程教育站

点,开展远程教育定点扶贫工作,满足贫困群体教育

需求。其中,全国电大系统具体实施的教育部项目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共开设7大科类23个本专

科专业,从2004年到2016年底,共培养了50多万农

民大学生[12]。全国开放大学(电大)系统开展远程教

育扶贫工作30年,办学的触角遍布全国各地的贫困

县,按照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为贫困群体增强本领

赋能,解决贫困群体的精神贫困、知识贫困、能力贫

困,使贫困群体短期内摆脱贫困,过上有尊严的幸福

生活。

2.提升地方政府扶贫效率

教育扶贫是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形式。按照教

育扶贫的主体划分,可以分为政府、市场、社会等三类

主导类型。由于政府承担扶贫政策落实、资源统筹、
模式创新等职能,因而在农村教育扶贫中处于主体地

位。远程教育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多

快好省”的先天优势,可以弥补其他扶贫模式边际贡

献递减的缺陷,从而更高程度地契合地方政府的扶贫

需要,创新地方政府的扶贫理念、扶贫方式,缓解地方

政府的扶贫压力,直接或间接提升地方政府的扶贫效

率。比如,国家开放大学发挥系统联动优势,2018年

投入2000万元,面向红军长征经过的12个省25个

国家级贫困县,开展“长征带教育精准扶贫工程”[13]:
免费培养乡村基层干部;免费接受因贫未能上大学的

就读本专科学历继续教育;免费培养技能人才;免费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设立助学金、专项奖;免费推送

各类优质学习资源,等等。

3.拓宽社会参与扶贫渠道

就教育扶贫主体而言,如果说政府是主力军,那
么社会力量就是生力军。社会力量(组织或个体)能
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快速聚集多方资源,实施精准

扶贫。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以及全

国开放大学(电大)系统,教育资源十分雄厚,尤其在

“硬核”技术、“软核”文化等教育领域具有明显的优

势。他们通过远程教育手段,将高校优质的教育资源

传送到扶贫第一线,让贫困群体乐享社会帮扶助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远程教育大大地拓宽了社会参与

扶贫的渠道,丰富了扶贫的手段,创新了扶贫的模式。
(二)不足

1.帮扶模式不够精准

远程教育精准扶贫,重点在帮扶,难点在精准。
从1996年《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

通知》、2006年《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

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的颁布,
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要求,高校

开展教育扶贫的主要途径就是“三下乡”“三支一扶”、
捐款捐物、教育培训。远程教育特别是全国开放大学

(电大)系统,同样承载着服务社会、服务扶贫的历史

使命,较为普遍采用的扶贫方式是师生“三下乡”、捐
款捐物、购买扶贫对象产品、产业扶贫、教育培训。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由于“想当然”,或者追求周期

短、显“政绩”,而未能照顾扶贫对象的真实生活需要,
使得“三下乡”部分流于形式;捐款捐物、购买农产品

更多地关注数量,而没有关注实际效果;产业扶贫主

要涉及旅游、农林产业、科技、电商等方面,而这些并

不全是远程教育所擅长、精通,有些产业效果难免“差
强人意”;教育培训虽是主业与强项,但有的针对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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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结合远程教育特点不够,未能切实面向精准扶贫

需求,从教学方式、教学管理、支持服务等方面实施精

准帮扶,难以保证质量。

2.长效机制不够健全

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体实施帮扶,重在贫困群体

受益,难在帮扶持续稳定。建立健全远程教育帮扶贫

困地区、贫困群体制度,调动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确保真扶贫、扶真贫的关

键[14]。但就近些年的实践来看,政府主导的教育扶

贫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在组织保障、激励管理、监督

制约等方面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不足,影响帮扶实效。
目前我国各省教育扶贫政策,基本实行“省负总责、县
抓落实”[15]。按此,省级政府负责统筹规划,统一部

署和分类指导高校等教育机构,县级政府协调解决高

校教育扶贫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但因教育扶贫

是个系统工程,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其中,
因而统筹协调各方形成合力至关重要,然而,远程教

育实施帮扶时,时常按照自己的套路“出牌”,合力不

足。再者,政府虽然要求远程教育参与教育扶贫,但
如何科学合理地对其实施分层、分类考核,办法不多。
远程教育多种途径扶贫,短期内能解决贫困群体脱

贫,完成脱贫任务,但如果政府监督、制约不够,配套

保障欠缺,那么,本就基础脆弱的脱贫群体,一旦遭遇

天灾,便会立即返贫。远程教育自身也需要建立健全

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
三、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策略

(一)搭建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基本模式

1.坚持标本兼治,满足真实需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深
切体会到生活舒适感、精神幸福感、社会温暖感、价值

尊严感[16],但截止到2020年5月,全国贫困县仍有

52个未摘帽,贫困村2707个未出列[17],扶贫任务依

然十分艰巨,因为越到最后,“骨头”越“难啃”。捐款

捐物、购买扶贫对象产品等“输血式扶贫”,虽然能迅

速帮助贫困群体脱贫,但这治标不治本。贫困群体不

能永远靠帮扶济困,他们需要脱贫的内生动力与致富

本领。对于他们“造血式扶贫”的真实诉求,远程教育

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经济、能力、权利的贫困,导致贫困群体心理负性

变化,利用远程教育特色优势加强心理疏导,助力其

根除“等、靠、要”等小农意识、攀比心理,实行扶贫先

扶志,就能点燃他们精神脱贫的希望之火,激发他们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打破长期贫困文化困扰下形成

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引领他们变被动救济为主动

脱贫。针对贫困群体知识匮乏、缺少技术的现状,利
用远程教育“多快好省”的优势,推进远程治理、“云”
端帮扶,可以为贫困群体提供适需的“碎片化学习”,
针对性地开展学历教育,培养致富带头人;实施农业

种养技术、行业服务、企业生产等实用技术培训,推进

创培计划、教师支持计划等,增强贫困群体致富本领。

2.坚持科学研判,因户精准施策

教育扶贫,模式较多。柏桦在文献述评的基础

上,提出六种教育扶贫模式:学业证书式、系统联动

式、高校参与式、结构立体式、“互联网+”式、9+2订

单式[18]。魏茂琳、谷生然认为教育扶贫模式包括输

血式、造血式、协同式和“互联网+”式等四种[19]。刘

建伟、王院院将农村教育扶贫的模式总结为资源供给

型、功能输送型、综合推进型三种[10]92-93,并对“互联

网+”农村教育扶贫模式进行了展望。远程教育作为

教育的组成部分,拥有教育的基本属性(共性),也有

区别于其他教育的独特个性。在扶贫领域也是如此,
远程教育可以借鉴教育扶贫模式,但不能完全照抄、
照搬。

厘清精准扶贫概念,顺应扶贫实际需求,远程教

育应基于自身优长,对已有模式予以科学研判,从教

学方式、教学管理、支持服务等方面,搭建精准扶贫的

基本模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自主学习与合作学

习、探究学习相结合,虚拟现实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

教学方式;实施方便灵活的教学管理,适时推送适需

的优质教学资源,加强过程监控,提高教学质量;通过

心理测量、访谈调查等方式,甄别贫困群体属于精神

贫困还是知识贫困、能力贫困,找准贫困发生机理,开
好脱贫“处方”,因人因户实施靶向教育与培训,做好

自主学习支持服务。
(二)健全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

1.坚持统分结合,形成系统合力

贫困地区、贫困群体长期稳定的脱贫,离不开政

府的政策扶持,市场、社会力量的帮扶,贫困地区、贫
困群体自我“造血”能力的提升。这几者之间,政府处

于主体地位,统筹各方。坚持政府统筹、分类指导,厚
植一盘棋思想,是画好同心圆、打好组合拳,形成各方

扶贫合力的组织保障,可以有效避免扶贫部门利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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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和重复建设。政府应建立科学的扶贫组织体系、工
作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健全解决贫困的长效运行机

制,统筹推进精准扶贫。例如,为保障远程教育扶贫

持续有效,设计评估指标体系时,应按照不同层级、类
型、区域的远程教育区分设置;评估指标涵盖教育扶

贫的过程与效果评价;积极引入第三方,对远程教育

扶贫实行分层评估、分类评估。
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的特点和优势,可以有效整合

资源、生产知识,可以最大限度地共建、共享教育资

源,大规模开展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提高贫困群体脱

贫本领。远程教育应按照省级政府的统一部署,成立

本校的扶贫工作领导组,认真开展精准扶贫的需求分

析,建立健全需求分析与反馈机制、整合优质资源与

建立共享机制、适应需求的远程教学运行机制和支持

服务机制,统一规划、协调、实施本校的教育扶贫

计划。

2.坚持持续帮扶,防范返贫风险

2020年是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绝对贫困即

将消除,但相对贫困仍会存在。所以,脱贫摘帽并不

意味“功成圆满”。尤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扶贫项

目一度停工,产业扶贫以及扶贫产品销售困难,务工

受阻,等等,更使脱贫攻坚形势格外严峻,因病因灾致

贫、突发因素致贫、政策性返贫、传递性返贫、能力缺

失返贫、发展型返贫等随时可能发生[6]。因而,远程

教育扶贫不能就此“功成身退”,依然要承担扶贫、防
止返贫的社会责任。政府应加强动态监测,督促远程

教育建立后期帮扶跟进机制,直到脱贫群体实现稳定

脱贫;同时,应健全激励机制,一方面积极激励远程教

育持续扶贫,另一方面爱护关心扶贫“第一书记”或驻

村工作队干部,鼓励他们继续奋战在脱贫摘帽后第

一线。
乡村振兴作为脱贫攻坚的后续与“升级版”,需要

各级各部门献计出力。远程教育一方面应发挥优长,
将优质教育资源应用于贫困群体远程学习实践;另一

方面应加强和相关部门合作,开展知识扶贫、能力扶

贫,防止能力缺失返贫。如和组织部门共同开展农村

党员干部教育,提升农村干部综合素质;和农业推广

部门共同开展科技最新成果、农业实用技术推广,让
技术迅速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和人力资源部门共同开

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贫困群体致富本

领,等等。远程教育还应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选
优配强“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通过加强贫困村领

导班子、村级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发挥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贫困群体脱

贫内生动力,推进精神扶贫,防范与化解返贫风险。
远程教育的实施,不仅创新高校的教学、管理与

服务模式以及运行机制,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整个教育

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在扶贫领域,远程教育也凭借其

政策、品牌、经验等优势,面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精

准实施精神扶贫、知识扶贫、能力扶贫,助力脱贫攻

坚。在脱贫摘帽以后,远程教育仍要做到不摘责任、
不摘帮扶,建立健全扶贫、防止返贫长效机制,进一步

增强“社会构想”能力,为脱贫群体设计未来生活面

向,引领乡村振兴,推动农民更富、农村更美、农业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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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of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StrategyinDistanceEducation
LIUShengfeng

(DistanceEducationResearchCenter,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effectivemodelof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indistanceeducation,

designalong-termmechanismtoensuretheeffectivenessofpovertyalleviation,andoptimizethepromotion
strategyof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andpreventionofslippingbacktopoverty,thispapersummarizesthe
policy,brandandexperienceadvantagesofdistanceeducation,andanalyzesthecontributionsanddeficiencies
of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indistanceeducation.Itisconcludedthatdistanceeducationshouldbuilda
basicmodelof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forpoverty-strickenareasandgroups,accuratelyimplementthe
spirit,knowledge,andcapacitytoalleviatepoverty,addressboththesymptomsandrootcauses,andmeet
thepracticalneeds.Itshouldalsoadheretoscientificresearchandjudgment,andmakeprecisepoliciesin
accordancewithhousehold’sneeds.Meanwhile,distanceeducationshouldestablishandimprovealong-term
mechanismforpovertyalleviationandpreventionofslippingbacktopoverty,insistonresponsibilitiesand
assistance,integratecentralizationanddecentralizationtoform asystematicjointforceandstickto
continuousassistancetopreventtheriskofslippingbacktopoverty.

Keywords: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distanceeducation;strategiesof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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