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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major task for current society in China. A long-term me-
chanism was expected to make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do not return to pover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psychological poverty and the main manifestation of 
psychological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a long-term 
mechanism of psychological support from evidence-based practice for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
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complete the task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tep 
into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embark on the road of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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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贫困人口精准脱贫是中国社会当前一大任务，而如何让脱贫人口不返贫，彻底摆脱贫困需要一个长效机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19.84026
https://doi.org/10.12677/ve.2019.84026
http://www.hanspub.org


张志翔 等 
 

 

DOI: 10.12677/ve.2019.84026 160 职业教育 
 

制。文章从心理学的视角论述了心理贫困的概念和内涵，以及心理贫困的主要表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循证实践心理帮扶的精准脱贫长效机制。这对我国完成贫困人口精准脱贫任务，步入小康社会，走上共

同富裕道路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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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会议精神，我国将在 2021 年实现农村脱贫全覆盖，所有的贫困

县都要把戴在头上的贫困帽子摘掉。届时我国将步入期盼已久的小康社会，人们群众的收入也上个台阶，

跻身于中等收入的国家之列。这在全世界是一个奇迹，短短几十年发展时间，让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

穷国走上富裕的道路。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政府和社会的努力下脱贫的人口如何彻底摆脱贫困，

需要一个长效机制，才能保障贫困人口脱贫之后不再返贫。 

2. 心理贫困的概念和内涵 

心理贫困这一概念是指，个体长时间的处于贫困状态，进而形成了其特有的行为模式。例如，有些

农民“等、要、靠”心理。其所持有的观念和心态表现出这种特征，实际上是思想和观念的落后，它对

当前的脱贫攻坚战造成了极其不利的阻碍，脱贫攻坚的效果也被大打折扣。因此，关注并深入探讨这一

问题，并有针对性的建立长效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重视扶贫工作，并强调“扶贫要先扶志”的理念。这其中的“志”即人的“心理

或精神”[1]。回顾扶贫攻坚这么多年的经历，研究者们发现，那些经济落后的地区，精准脱贫如果只停

留在物质援助和支持上，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物质扶贫和“精神、文化扶贫”相结合。有学

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曾经指出，我国心理学中，对农民的心理缺乏研究，明显是一个需要发展的领

域。在 2010 以后，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对形成贫困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关注了资本投入和主

观感受这两方面。在资本投入方面，物质资源严重缺失导致了贫困，而社会交往、执行力及生活能力等

会影响物质的匮乏程度[2]。而在对主体感受的分析方面，学者曾使用“贫困陷阱”来描述行为主体悲观

心理状态，“贫困陷阱”是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专业名词，这里形象地表达了贫困心理如何产生贫困，以

及其对脱贫的影响[3]。美国最早研究贫困问题，构建了贫困归因的三维模型，三个维度分别为命运、结

构以及个人[4]。国内的研究发现，负担命运、制度不公、个人家庭、地理环境因子是贫困归因的主要因

子，此外，他们还发现，农民工的结果中存在一个独特的因子——“科教素养”[5]。 

3. 心理贫困的表现 

“贫穷思维”可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因为在远古时代，物质资源是十分匮乏的，

我们的祖先主要过着农耕的生活，经历极度的“贫”和“穷”，这种心理机制在进化的过程中就传给了

我们，从我们的身上能找到“贫穷”的影子。总结我国农村农民心理贫困，主要表现为不敢想的保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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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愿动的依赖心理、不上进的自卑心理和不安全的焦虑心理等[6]。 

3.1. 不敢想的保守心理 

农村农民，特别是地处边远的农民，深受老传统的影响，思想及文化保守。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

他们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性格保守，思想落后，安于现状；乡土气息浓重，观念僵化、不思进取；生

活方式墨守成规，目光短浅，小富即安。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这些农民舍弃不了传统，并

且还要一代接一代的传下去。二是农村接触外界机会少，农民难以拥有与时俱进的思想。比如现在智能

终端在社会中已经很普及了，电脑、手机已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但大部分农民还不会利用电脑、手机

上网，不能及时得到相关的信息和资料。相反，他们更愿意从自己的经历中寻求经验，再把当前的事物

与经验相比较，要是经验中没有的，或是没见过的，他们就难以相信，也不会轻易接受。 

3.2. 不愿动的依赖心理 

依赖心理是贫困人口普遍具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缺少积极主动改变自身发展状态的信心是导致农

民产生依赖心理的主要原因。具有依赖心理的农民更多的是希望外部的帮扶和救助来改变自己的生存和

发展，这样就进而产生惰性心理。 
古代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特点、封建社会土地私有体制下的长期被剥削和压榨，形成了传统农民屈

服于外界，依赖他人的性格特征。哪怕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统一销售、统一订购农产品的体制也是从另

一个侧面促成农民的惰性和依赖心理。 

3.3. 不上进的自卑心理 

农民的整体教育层次较低，很多农民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尤其是年龄偏大的农民，文化

层次更低。相比城市居民，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而在大众心里农民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使

得农民自我底气不足，产生自卑心理。 
在世俗的传统观念中，农民就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现代社会农民虽有很大的变化，但在诸多方面

仍受排挤。缺乏组织性的、散漫的农民不仅在集体相关利益中难以达成一致，而且对个人权益受外来力

量的侵扰也往往无力反抗。时间久了，农民慢慢习惯并接受自己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地位。由于农民自

身文化层次低，视野受限看不到长远，宿命论也就随之而来，更增加了农民对自身认识和定位的偏差，

自卑心理也就跟着被放大。 

3.4. 不安全的焦虑心理 

社会焦虑也被称作群体性焦虑，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

整个群体的紧张骚动，心神不安等。近些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这导致农

村人口急剧下降，加速农村的衰落和凋敝。进了城的农民，渴望能在城市立足，并有所作为。可结果往

往是屡屡受挫，得不到社会的接受和认可。尤其是进城农民群体的落户、适应及被接纳问题，由此引起

的身份认同焦虑。而留守的农民则担忧农村传统价值规范的丧失，以及因人口转移而带来的传统社会关

系的断裂，这种安全感缺失导致了焦虑心理。而对那些留守在农村的老弱病残，他们缺乏积极的社会关

爱和家人照顾，更容易产生焦虑心理。 

4. 循证实践心理帮扶的精准脱贫长效机制 

精准脱贫，实现贫困人口步入小康，走上富裕，并且可持续的繁荣发展，这需要一个长效机制作为

保障。循证实践心理帮扶的精准脱贫长效机制是实践主体(管理者)对实践受体(贫困人口)所面临的贫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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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制定实践行动指南与标准，在实践受体配合下进行的旨在摆脱贫困的心理帮扶和反馈互动模式。该机

制需要解决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检验已有贫困归因问卷的生态效度，修订出适合贫困人口的贫困归

因问卷，精准探查到致贫的心理因素。人的心理是经济现象发生的背后深层次原因。致贫的原因很多，

但人自身因素却是最重要的，尤其是人自身的心理或精神原因。要实现精准扶贫，就得首先找准贫困人

口身上的致贫心理原因。其二，根据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特点，构建精准脱贫心理帮扶的循证实践模

型。把扶贫部门工作人员，贫困心理的研究人员，贫困人口和家庭，还有评估机构结合为一个整体，对

贫困人口的致贫心理进行有效和适时监控，并对其及时帮扶，使得脱贫更精准高效。 

4.1. 修订贫困人口的贫困归因问卷 

目前所用的问卷是中图大陆 2007 版的贫困归因问卷(China Mainland Poverty Attribution Questionnaire, 
CMPAQ) [5]。该量表包含负担命运、社会制度、个人能力、个人品质和地理环境这 5 个分量表，共 32
个项目，采用 5 点记分(1 = 非常不赞同、5 = 非常赞同)。尽管这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为 0.90、分

半信度达到 0.81，值得采用，但它是否适合不同的贫困地区的贫困归因，仍有待深入地进行检验。因此，

采用访谈的方式对原问卷进行修订，以便精准的探查到贫困人口贫困的真正原因。 

4.2. 构建精准脱贫心理帮扶的循证实践模型 

循证实践方法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是心理学研究方法上的变革，该方法的突出特点是遵循研究证据，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践。它强调在实践时把“最佳研究证据”放在重要地位。循证实践把研究者、实践

者、实践的服务对象、实践情境整合到统一的框架体系中，发挥各因素的作用，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7]。
根据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特点，构建精准脱贫心理帮扶的循证实践模型(见图 1)，这其中的研究者是指

与我国精准扶贫中对心理贫困有着深刻认识和研究的心理学专业人员、各类学者。研究者“心理帮扶”

中的怎么“扶”是关键。贫困是不同国家都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到目前为止，怎样彻底消灭贫 
 

 
Figure 1. The model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on psy-
chological support from evidence-based practice 
图 1. 精准脱贫心理帮扶的循证实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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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还没有既定的方法措施。有研究者曾指出，稀缺的心态可能是贫困产生的源头，而稀缺心态的改变的

关键是获取充足的空闲，此空闲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还表现在认知上。减少认知资源的损耗和增

加经济的余闲这两种形式可以获得空闲，它是消除贫困循环的关键[8]。因此，需要结合贫困归因问卷的

结果，改变贫困人口的稀缺心态，并施以心理贫困状态量表跟踪，最终改变心理贫困。 
在次框架里，“研究者”、“实践主体”、“实践受体”和“评估机构”四部分为实践参与主体，

它们各有分工，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这其中有两个独立的循环，是“双轮驱动”，如箭头所示。一个

循环是“实践受体–研究者–实践主体–实践受体”，此部分为贫困归因诊断和扶贫执行。根据中国大

陆版贫困归因问卷的施测，验证其生态效度，并结合现场访谈，对问卷进行修正，以精准探查贫困家庭

及人口的致贫心理因素。然后把分析结果汇总到实践主体，管理机构决定采取怎样的心理帮扶，以及对

应的扶贫方式。此过程中，研究者和实践受体是互动过程，保持沟通和交流，建立类似心理咨询和来访

者的关系，互传信息，以便研究者及时掌握实践受体的心理状况。另一个循环是“实践受体–评估机构

–实践主体–实践受体”，对应于实践受体贫困状况的监察评估，社会评估监察机构对实践受体进行脱

贫效果进行量化，并持续监察贫困家庭不再贫困，最终走向富裕。 

5. 小结 

物质贫困是暂时的，通过支持与帮助就可以改变。但心理贫困却较持久，需要一个内在变化的过程。

利用贫困归因问卷精准探查贫困人口的心理贫困因素，在心理帮扶的循证实践模型下，心理专家及受培

训的专业人员有效地帮扶贫困人口，并对其进行适时跟踪和监测，让农民走出心理贫困，彻底摆脱贫穷，

走上富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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