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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风体现着一所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其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的重要保证。本文提出用量化的标准构建
一个科学、合理、可操作的学风建设测评体系，作为学风建设绩效评价的标准。为说明测评体系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以

某地方高校为例，参照指标标准进行测评。地方高校的学风建设，必须提高学生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能力，端正教风、强

化师资，构建特色校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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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各级教育管理部门与高校教学水平评估的开展和深入，各高校为了解自身教学基本情况、

进行教学质量控制和评价，均在推动内部教学评估，以切实提高学校本科教学水平，其中学生学风状态

是体现高校教学水平的核心指标。学风状态信息采集能客观实时反映高校学风状态及其变化，最终构

建适合高校特色的学风状态监控体系。

１　学风状态信息采集指标范式
１．１　学风与学风信息采集的内涵

从广义上讲，学生的学习风气、教师的治学风气、学校的学习氛围都属学风的范畴；从狭义上讲，学

风主要指学生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行为的综合表现［１］。钱仁根教授在解读教育部评估方案时指

出，学习风气的考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精神面貌的体现，也是潜移默化于学生的

四年学习生活中而逐步形成的，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是比较大的［２］。可见，学风建设是高校教学工作的

重要内容，良好的学风也是高等学校办学质量的有力保障。

学风信息采集即通过对主要学风指标的常态化监测，掌握和积累高校学风状态的基础数据，分析评

价学生的学习风气，定期、实时发布高校学风状态报表。学风状态监控关键在于学风信息采集形式科学

可靠。由于学风状态表征的多样性、起内在驱动因素的复杂性以及行为主体和行为客体多维性，需要在

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具有坚实理论基础而又被学风状态监控行为主体和客体广泛认同的学风状态

信息采集范式，从而规范学风状态监控的问题、方向、方法、手段、过程、标准等。

１．２　学风信息采集平台及运行机制
学风状态信息采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教师、学生、教学管理、教学设施和条件等，学风过程信息

采集与监控必须构建一个由学校、职能部门、学院和班级等多层次、纵横交叉的多元网络系统，开展学

校、教学院、学生三级网络化管理学风状态信息采集运行机制研究，力求构建综合协调和效率优先的信

息采集平台。

完善各项学风建设的管理运行机制。教务处、人事处、学工处等对每个学院进行考核，学风状态为

主要考核指标之一，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全面系统地监控高校学风状态提上了日程。因此，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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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状态信息采集范式对客观实时反映我校学风状态及其变化，从而最终构建适合高校特色的学风状

态监控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管理者的督学包括很多层面，教务、学工、团委的规章制度与开展的

各项活动围绕学风建设，从学习、实践、创新角度予以鼓励。

１．３　学风状态信息采集办法的研制
首先，从指导思想及原则、实施平台及运行机制、指标体系、信息采集方式、信息的整理分析以及发

布的流程、学风状态信息的运用等方面，研制出学风状态信息采集办法，并分别建立文、理、工等不同专

业背景学风状态信息采集工程示范，以便实时反馈、反复调控和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学风状态信息采集办

法。其次，在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学生座谈等多种方式的基础上，深入到教学院、课堂、学生寝室，

搜集学风状况信息，并概括采集过程和模式，以现代的教育理念为指导，通过调查、研讨、反馈、调控、优

化等方式，探讨学风信息采集范式，并应用于高校学风状态监控实践。

１．４　学风状态指标体系与学风指数建模
为能反映高校学生的学风状态及其变化，并能进行横／纵向对比，文章基于综合性、可测量性和可比

性原则，将连续数据或名义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分别从学校层面和学院层面建立校级学风指标和院级

学风指标。进而根据层次分析法建立层次结构模型的原则和要求，并参照学风建设各指标标准，构建学

风建设测评体系及各指标的权重如表１。
表１　学风建设测评体系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Ａ１
组

织

保

障

０．１７１４

Ａ１１人力资源支持

Ａ１２物质支持程度

Ａ１３制度建设

０．４２７２

０．２８６４

０．２８６４

Ａ１１１领导参与 ０．５０００
Ａ１１２工作机构 ０．５０００

Ａ１２１专门活动场地 ０．２６９３
Ａ１２２专门经费支持 ０．４０１８
Ａ１２３相关设备保证 ０．３２８９
Ａ１３１制度内容 ０．５０００
Ａ１３２实施方案 ０．５０００

Ａ２
教

风

状

态

０．２３１４

Ａ２１教师队伍

Ａ２２教师工作

０．４５０２

０．５４９８

Ａ２１１专任教师数量 ０．５０００
Ａ２１２专任教师结构 ０．５０００
Ａ２２１师德师风 ０．１９８６
Ａ２２２教学质量 ０．２４２５
Ａ２２３科学研究 ０．１７６１
Ａ２２４课堂管理 ０．２０６７

Ａ２２５指导学生创新活动 ０．１７６１

Ａ３
学

习

风

气

０．２６８８

Ａ３１课堂学习情况

Ａ３２课余学习情况

Ａ３３科技文化活动

Ａ３４学生管理

Ａ３５文化氛围

０．２２３８

０．２１５０

０．１５６１

０．２０６６

０．１９８５

Ａ３１１课堂出勤率 ０．４５０２
Ａ３１２课堂学习效果 ０．５４９８
Ａ３２１课余自习状态 ０．５０００
Ａ３２２课余学习效果 ０．５０００

Ａ３３１科技文化普及活动 ０．３３１４
Ａ３３２校、院级科技文化竞赛 ０．２４５５
Ａ３３３国家级科技文化竞赛 ０．２２２１
Ａ３３４项目获奖数量级别 ０．２０１０
Ａ３４１学习方法讨论 ０．２９００
Ａ３４２学习诚信度 ０．３７８６
Ａ３４３职业生涯规划 ０．３３１４
Ａ３５１学术讲座 ０．２８８６
Ａ３５２讲座效果 ０．３０８５
Ａ３５３学风特色 ０．４０２８

Ａ４
学

习

效

果

０．３２８４

Ａ４１考试情况

Ａ４２考研情况

Ａ４３毕业就业情况

０．１８８６

０．２６３３

０．５４８１

Ａ４１１考纪考风 ０．３９９６
Ａ４１２重修率 ０．３４９８

Ａ４１３国家级统考平均成绩 ０．２５０６
Ａ４２１研究生报考率 ０．４０１３
Ａ４２２研究生录取率 ０．５９８７
Ａ４３１毕业率 ０．１９６８

Ａ４３２获得学位率 ０．２３０９
Ａ４３３毕业设计（论文）水平 ０．１６１１

Ａ４３４就业率 ０．２５０１
Ａ４３５录用单位信息反馈 ０．２３０９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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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学风建设测评体系的应用实例
本研究根据学风建设测评体系对地方高校学风建设进行测评。由于时间及精力等原因，采用了方

便样本，调查某高校２个理工科学院、２个文科学院，有效样本为３９２个，调查对象涉及所有专业。考虑
到高年级学生在校时间最长，评价最具客观性，因此本次问卷对象８０％为大三大四学生。当然，测评不
是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改进提升自身。根据测评情况，结合本次的问卷调查，本文有针对性地对大

学的学风建设提出建议。

２．１　提高学生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能力是根本
调查问卷显示，４１％的同学认为目前最大的学习障碍是“自我控制能力较差，难以形成良好习惯”。

大学学习和高中时代的学习有着很大不同，主要以自我学习自我教育为主。学生在进行自我教育的过

程中，应加强自我能力的培养，如自学能力、自我督促能力、调节课余时间能力等，形成具有创新性、实践

性、适应性的综合素质。另外，学校应鼓励学生积极自主融入班集体、社团群体、同学同伴等非正式群体

中，使学生在获得身心发展的同时，学习上互相帮助，你追我赶，形成见贤思齐、相互激励、共同监督的学

风氛围［３］。

２．２　端正教风、强化师资是突破点
２６％的学生认为首先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上课水平，由学生选老师，由此可见教师在学

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教风与学风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优良学风是优良教风的必然要求与最终结

果。要通过开展评选和表彰师德优秀群体和师德标兵、学习和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等活动，形成有利于良

好教风、学风和校风建设的氛围。大力提倡严谨治学、从严治教的作风，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培养能

力和开发智力结合起来。

２．３　构建特色校园氛围是基础
学校应致力于校园人文景观建设，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测评过程中，讲座质量

效果以及科技文化活动普及等指标的分值都明显偏低。因此，学校要多举办一些学术报告和讲座，在师

生中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组织学生定期开展各种学习竞赛、科技竞赛、学习研讨等活动，以营造

学术氛围，增加校园文化的知识含量和科技含量，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

３　结语
由于不同指标对学风建设的影响程度不同，为了使结果更加客观和具有说服力，在测评时有必要对

不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分析。在本体系中，每项指标得分情况都一目了然，使得整个测评过程更加客观

与公平公正。

学风状态信息采集是一个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教学工作建设过程，有利于相关部门对当前学风状态

进行了解。从学风状态信息采集的视角，将学风监控与教学督导监控、教学评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

整的质量保证体系，使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学校的育人环境等各教学环节形成整体，从而能更好地监控

教学质量，提高育人质量。

高校学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学校领导老师有全面、系统、长远的考虑，也需要全体学生具

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自我教育的意识。用量化的标准对学风建设绩效进行研究，并建立一个学风建设的

测评体系，将引导师生更加重视学风建设，从而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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