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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扶贫，教育引燃希望
——记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工作的峥嵘十年
燕雪平

2003 年 9月 12 日，在国家各部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

行、宋庆龄基金会等单位 60 余位主管领导的共同见证下，清华大学开通了第一批现代远

程教育扶贫站，全面启动了教育扶贫工作。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清华大学建立的扶贫教学

站已经遍地开花，成绩斐然。截止到目前，清华大学教育扶贫项目已经覆盖了 88%的国

家级贫困县，累计培训人次近 160 万，不仅成功做到了为贫困地区搭建知识扶贫平台，而

且有效整合了社会资源，培养了多元化的人才。这样可喜的成绩背后，有清华人独具一格

的创新理念和踏实肯干的实践精神，有一份份沉甸甸的清华责任和社会意识，更是有全社

会各方的爱心汇聚和希望传递。

学生教育扶贫公益协会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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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特色的扶贫：新理念，新方式

谈起清华的教育扶贫项目，国务院扶贫办外

资中心副主任曹洪民还记得，十多年前，当清华

大学的老师找到他，谈清华大学希望开展教育扶

贫工作的时候，他还有点将信将疑：“清华大学

跟扶贫有什么关系呢？”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事

实证明，清华大学不但跟扶贫工作有很大关系，

而且与传统的扶贫工作不同，清华人将扶贫的落

脚点更深入了一层：代之以向贫困地区输出物质

形式的财富，清华大学是将能够创造财富的勇气

和知识输入到了贫困地区。这种独具一格的扶贫

方式源自于清华人对减小社会差距的深层次理解，

即，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最重要的还是授之以

渔，用知识武装人民，用知识摆脱贫困。正如清

华前任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胡东成所说，“扶贫工

作不能只是‘输血’，还要提升贫困地区的‘造血’

功能，而其中关键的一环即是帮助贫困地区培养

人才，发展教育，提升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

本着“传播知识、消除贫困”这样的宗旨，

清华大学的教育扶贫工作全面展开后，又对“传

播知识”的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结合自身的科

技优势，清华大学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扶贫工作联

系起来，在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建立现代远程扶

贫教学站，依托清华先进的远程教育平台，将教

育和培训资源无偿输送到贫困地

区。同时采取远程与面授相结合的

培训方式，培训基层干部、乡镇中

小学师生，医药卫生人员，技术员

和农民，为他们构建远程培训体系。

这样的教育模式不仅充分发挥了清

华在科技和教育资源上的长处，还

最大限度地节省了人力物力，有效

克服了地理、时空上的限制，成为

清华教育扶贫的另一大特色。

求真务实的风格：具体化，本地化

远程教学站为教育扶贫工作提

供了技术和平台支持，然而如何借

助这一平台为贫困地区提供贴近需

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学和培训则是需要

清华大学一直探索、不断改进的重要课题。

为了使清华输出的教育内容更加符合当地的

需求，清华大学扶贫教育工作组多次深入基层，

去贫困县进行实地考察。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杨家庆在第一次带领清华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到

江西安远县考察时说：“你们出题，清华做题，

你们需要的，清华大学将全力支持。”正是在这

样的决心下，清华大学逐渐了解到各地的需求，

并相应制定适合该地的教育方案。例如，在深入

基层开展教育扶贫的过程中，杨校长了解到一些

贫困地区医疗资源非常匮乏，于是创造性地提出

借助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力量，根据这些地

区的需求同时开展一些医疗扶贫的工作。

深入基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于了解

贫困地区人才队伍的现状，结合区域经济的发展，

依托清华大学教育资源，有针对性地设计教育扶

贫项目，切实协助贫困地区打造人才队伍。例如

乡村英语培训课程设计之前，清华大学组织外语

系教师奔赴贫困地区，与乡村英语老师一起学习

交流，了解他们的工作现状，找到他们的兴趣点，

分析他们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制定详细的课程体

系，再将课程体系反馈给贫困地区培训对象，与

贫困地区代表一起讨论课程，通过这种方式制定

八七级校友赴河北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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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最合理的课程体系，受到贫困地区学员的广

泛欢迎。

在扶贫项目最核心的内容课程安排上，清华

大学也特别重视开发出适合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的

教材及教学资料。例如在对陇西进行全面考察之

后，清华大学最终将教材落脚点放在了“实用生

活技能”和“实用语算”上，从大蒜的妙用、如

何养猪，到怎样花好自己的钱，学法·守法·用法，

到如何学会与他人沟通，这样一系列的实用知识

和活泼的教学方式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

清华大学教育扶贫项目将全部工作建立在了

对当地经济情况、人才状况以及发展需求的充分

了解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清华人将“行胜于言”

的品格发挥到了极致，各项事务均身体力行，不

放过任何小的细节和因素，扶贫工作因此才能扎

扎实实地细化到了每一个县，在那里留下了清华

人坚实的脚印。

成效卓著的十年：传播知识，引燃希望

清华大学的教育扶贫工作开展十年来，已经

在全国建立了 3600 多个远程教学站，覆盖了全

国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 522 个，每年提供的

远程及面授课程超过 2000 学时，累计培训人次

近160万，当年抱着试一试态度坚持下来的项目，

在清华人的努力下渐成燎原之势。

据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办在全国各教学站进行

的成果调查显示，95%的扶贫项目开展地区的受

访人群表示，清华大学教育扶贫项目的开展，使

得当地的学生学习兴趣更加浓厚了，找到了适合

自己的学习方法，转变了学习态度，更加自信，

对未来有了更高的追求；80%的教育扶贫实施地

区的教师认为中小学教师培训的课程非常优秀，

适合贫困地区的教师，课程学习帮助他们更新了

教师理念，转变了教学态度，获得了新的教学方

法，教学效果明显提高；73%的教育扶贫项目开

展地区的受访人群表示，中小学师生的培训课程，

提高了乡村教师的素质，使得该地的高考升学率

逐年提高。

甘肃省渭源县龙亭中学的谢文琼形容远程

培训课程给予自己的启发和经验是“一笔永久的

财富”。她说：“每一天都可以聆听到教育专家

精彩的报告，听取不同类型的讲座，每一天都能

感受到思想火花的碰撞、冲击。一些对教育教学

工作很有见解的教师以鲜活的教学案例和丰富的

知识内涵，给予我们具体的操作指导，使我的教

育观念进一步得到更新，真是受益非浅！”白天

上完课，晚上回到家里，她还会重新翻看课堂笔

记，并对自己的教学工作进行认真的反思。清华

扶贫项目的到来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

希望，谢文琼甚至决心“一定要学习成为一名智

慧型教师”。

除了对学校教育的扶贫外，清华大学在贫困

县开展的针对基层干部的教育亦成效显著。例如，

湖南省依托清华大学教育扶贫资源，开展了乡镇

干部“一人学一技”、党员干部创业强基活动，

推动乡镇干部学一门技术、带一批群众、兴一项

产业、促一方致富，全省 70%的乡镇干部掌握了

1 门以上实用技术，结对帮扶 60 多万农村党员。

湖南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副主任雷忠胜介绍

说，“清华大学推广的‘课堂 +基地’、‘课堂

+ 企业’、‘课堂 + 协会’、‘课堂 + 合作社’

等教育扶贫学用模式，大大提高了农民创业的组

织化程度，成立了蔬菜、花卉、水果等专业协会

2800 多个，培育了农产品加工销售龙头企业 1620

个，创建了农产品知名品牌 500 多个，带动农民

年人均纯收入增长 11% 以上，50 万户低收入贫困

家庭走上智力脱贫道路，摆脱了贫困。”教育扶

贫输出的知识终于最终转化成了财富，切实帮助

当地经济实现真正增长。

清华人的成长：心系责任，情牵公益

教育扶贫作为一项公益事业，不仅对施助对

象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在清华大学自身的人才培

养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依托教育扶贫

工作网络的资源，从 2004 年起，清华大学扶贫

办利用暑期组织师生奔赴教学站所在地开展教育

扶贫支教活动。3000 多个远程教学站成了清华大

学师生的第二课堂和实习基地，教育扶贫已经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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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大学生培养和人文教育当

中。不仅如此，2006 年，参与

教育扶贫项目的同学们还自发成

立了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公益协

会，致力于搭建教育扶贫的平台，

让更多的清华学子关注教育扶

贫，并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教育扶

贫工作，将学生教育扶贫常态化、

长期化。在清华大学扶贫办的支

持下，协会不断探索教育扶贫道

路，成员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

300 多名会员，并组织创立了一

些在校园内颇具影响、深受欢迎

的品牌活动。

在清华教育扶贫项目的带

动下，清华学子已经从被动地参

与支教转变思想，主动开办、创立自己的扶贫小

项目。这充分表明，清华教育扶贫交给学生的不

仅是踏实肯干的素质，更是心系社会、心系责任

的意识。

各方力量的汇聚：众人同心，其利断金

一路走来，清华教育扶贫工作得到了来自

社会各方源源不断的支持。清华大学的校友、国

家各部委、教育基金会等都为清华教育扶贫贡献

出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员支持。正是得益于这些帮

助，清华的教育扶贫才能克服艰苦的工作条件、

交通条件，完成浩大的教学站工程，顺利开展扶

贫工作。

在第一阶段的清华教育扶贫项目中，清华大

学的校友们纷纷参与到教育扶贫的工作中来，校

友林炎志组织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捐资支持晋绥

地区，他本人更是不远千里多次奔赴贫困地授课。

同时，国家各部委、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也对清

华大学进行了在贫困地区的定点帮扶。随着工作

的开展和成果的展现，清华大学的教育扶贫工作

还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扶，截至 2013 年

12 月，清华大学教育扶贫项目接收境内外各类捐

款人民币4434万元，港币129万元，美元18万元。

2011 年香港伟新基金注入本金3000万元人民币，

在清华教育基金会设立了“教育扶贫基金”，随

后清华 87 级校友以及继续教育学院学员朱桂莲

女士也积极捐资支持，为可持续开展教育扶贫工

作提供了资金保障，每年都有近 180 万元的利息

用于教育扶贫工作。

如今，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工作第一阶段的

建站工作已基本结束。3000 多个教学站就存在

3000 多种对教育资源的不同需求，如何更好地设

计出符合贫困地区需求的课程资源，吸引更多的

力量参与和支持，充分发挥教育扶贫网络的作用，

成为接下来摆在清华人面前的一个挑战，而要成

功地应对接下来的挑战，还需要更多清华人、更

多社会力量对清华教育扶贫进行大力支持。

社会各方的力量以及清华人身体力行的精神

共同铸就了今日的清华教育扶贫，回首过去十多

年的峥嵘岁月，令人心潮澎湃。如果一个国家第

一流的大学能时刻心系社会、心系贫困地区的人

民并不断为之付出努力，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

国家的明天蕴含着饱满的希望，蕴含着值得期待

的未来。愿清华教育扶贫项目越走越远，愿我们

都是这样强大力量中善良的一支。

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旭（现为党委书记）与新疆自治区副主席靳诺为清
华大学教育援助新疆自治区远程培训中心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