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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
提高贫困地区高中阶段入学率是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重要举
措，有助于打破贫困代际传递，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发展需要
高中阶段教育是培养贫困地区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的关键环节，
对于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贫困地区高中阶段入学率低
我国贫困地区的高中阶段入学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制约了
贫困地区学生的教育机会和未来发展。

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目的与问题

目的

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我国贫困地区高

中阶段入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

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

据。

问题
研究将探讨以下问题：贫困地区高中

阶段入学率的现状如何？影响贫困地

区高中阶段入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如何提高贫困地区的高中阶段入学率

？



本研究将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以收集全面、客观的数据和信息。

方法

研究数据将主要来源于教育部门、学校、学生和家长等相关方面的调查和统计数据，同时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进

行分析。

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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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贫困地区高中阶段入
学现状



入学率普遍偏低

受经济条件、教育资源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我国贫困地区的高中

阶段入学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地区差异显著

不同贫困地区的高中阶段入学率

存在显著差异，一些偏远、贫困

地区的入学率更低。

逐年上升趋势

随着国家对贫困地区教育投入的

增加和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贫

困地区的高中阶段入学率呈现逐

年上升趋势。

贫困地区高中阶段入学率



学习动力不足

部分学生受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对学习的重视程度

不够，缺乏学习动力和目标。

心理健康问题突出

贫困地区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如

自卑、焦虑等情绪问题，对学生成长产生不

良影响。

生源质量参差不齐

由于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高中

生源质量参差不齐，一些学校的学生基础较

差。

贫困地区高中生源质量



贫困地区高中教育资源配置

即使在贫困地区内部，教育资源的配置也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一些学校资源匮乏，

而另一些学校则相对较好。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

贫困地区高中教育资源严重匮乏，包括师资力量、教学设施、图书资料等方面。

教育资源匮乏

政府对贫困地区高中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学校运转困难，难以满足基本的教学需求。

教育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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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贫困地区高中阶段入
学的因素



贫困家庭经济压力大
贫困地区家庭经济普遍困难，很多家庭无法承担高中阶段的教育费用，导致孩子无法继续升学。

就业机会缺乏
贫困地区往往就业机会有限，很多家庭认为读书无用，更愿意让孩子早日参加劳动以增加家庭收入。

家庭经济因素



教育资源因素

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包括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方面，无法满足学生升学的需

求。

教育资源匮乏

由于教育资源不足，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往往较差，学生难以获得优质的教育，影响升

学意愿和成绩。

教育质量差



VS

贫困地区往往存在“读书无用论”等落

后观念，很多家庭不重视教育，缺乏对

孩子升学的支持和鼓励。

社会环境不佳

贫困地区社会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利于

学生成长的因素，如治安问题、不良风气

等，对学生升学造成负面影响。

教育观念落后

社会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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