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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对学生梦想的

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①

———以青岛市黄岛区为例

袁欣瑶，周玉香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山东 青岛２６６５５５）

摘　要：梦想是每个人面向未来的精神指向，对于作为国家和民族未来接班人的学生们更需要在较早的阶段确定合

适的梦想。首先通过调研青岛市黄岛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个阶段学生梦想现状，发现学生拥有明确梦想的比例

不高，然后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个人意志力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不同阶段学生梦想的因素，并据此提出针

对性的建议，从而为学校、家长、社会和学生个人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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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梦想是对未来的一种构想，梦想是人类面向未来的精神指向。因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都

应有梦想。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应该较早的确定自己的梦想，并且这个梦想要有利于民

族、国家和个人。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当代学生的梦想现状，然后分析影响梦想的因素，进而认识教育

（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梦想发展的影响，最终给出针对性建议。目前关于学生梦想的

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某教育阶段学生梦想缺失或差异的原因，如齐润生［１］研究了大学

梦、中国梦、人生梦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创新大学生梦想教育模式的建议，对大学生的培养起到了一

定作用；陶元红［２］分析了中学生梦想及理想信念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林杏心［３］调研了江

门市城市与农村小学生梦想的异同，提出了因地引导的建议。第二个方面主要是对保障学生梦想实现

对策的研究，提出了加强价值观的引导，加大对教师发展的引领，积极开展职业规划等针对性建议［４，５］。

但以上研究多数只关注某一教育阶段，没有对从小学到大学进行综合分析，对策的研究需要以针对性分

析为基础，否则建议可能起不到精准作用，且现有研究多数是在专业教育机构、教师视角下完成的，笔者

作为正处于追求梦想过程中的高中学生与学生梦想实现密切相关的高中教师，能够准确的设计适合学

生调研的问题，其中“学生”的身份使得调研过程中的沟通更加容易和有效。

２　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主要包括样本设计和调研方法设计两部分。其中样本设计又包括调研对象和调研内容两

部分。调研对象包括四个层次，分别是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调研内容涵盖三个维度，分别是梦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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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维度、影响因素维度、活动建议维度。关于调研方法，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访谈结果直接记

录在问卷中，从而保证调研的全面性以及样本的有效性。

２．１　调研对象设计
结合统计学抽样设计原理，同时考虑调研小组的实际情况，随机选取青岛市黄岛区小学、初中和高

中三个层次的学校，每个层次的学校随机发放５０份调查问卷。对于大学阶段，选择驻地的２所高校：山
东科技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每所高校随机调研５０份，４个层次的学校收到的有效问卷份数分别为５０、
４５、４８和８２，调研问卷的有效率均在８０％以上，符合有效率不低于７０％的标准，且不同层次的调研对象
的选取采用了科学取样方法，因此，整个调研过程可靠，调研结果有效。

２．２　调研内容设计
调研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阶段学生的梦想现状、梦想影响因素和对策建议三个方面。学生梦

想现状维度的调研主要是了解四个层次的学生拥有明确梦想的情况；梦想影响因素的调研主要是考察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教育以及个人意志力四个方面对学生梦想是否有显著影响以及哪些根

本因素影响学生梦想，从而为后续提出合理化建议提供基础；活动建议维度主要是调研不同层次的学生

希望开展哪些课外活动，从而促进或激励梦想的实现。

３　主要调研结果和分析
３．１　学生梦想现状分析

梦想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为学生提供描绘未来、走向未来的可能。拥有明确的梦想，并为之奋斗，才

能梦想成真，因此，首先需要拥有明确的梦想，文章通过调研青岛市黄岛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个

阶段学生拥有明确梦想的情况了解该地区学生的

梦想现状，调研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该地区学生拥有明确梦想的比例

并不理想，最高出现在高中阶段，占比７７％，且不
同阶段的占比情况差异较大。这说明，该地区学

生的梦想现状不太理想，需进一步分析影响学生

梦想的因素以便提出合理化建议。

表１　梦想现状调研情况汇总表

分类
你有明确的梦想吗？

有 没有 迷茫

小学 ２４％ ５６％ ２０％
初中 ５６％ ３３％ １１％
高中 ７７％ ３％ ２０％
大学 ４１％ １１％ ４８％

３．２　梦想影响因素分析
由梦想现状分析可知，该地区学生梦想明确情况整体不太理想，并且不同学习阶段差异性较大，因

此，我们需进一步分析到底哪些因素制约了学生梦想，对于该部分，调研小组主要是从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社会教育和个人意志四个角度设计问题，进行调研，从而了解学校的教育模式、家长的教育方式、社

会的价值引导以及学生本人的意志力等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并且最终体现在对学生梦想的

影响上。本文首先采用鱼骨图逐层分析影响学生梦想的因素，如图１所示。由分析图可知，对于影响学
生梦想的学校教育方面，主要包括老师的打击、老师思想的强加、知识的不适用和课业等压力四个因素；

对于家庭教育方面主要包括家庭环境的影响、父母的不理解和父母思想的强加三个因素；对于社会教育

方面，包括社会现实的矛盾、网络信息的冲击和选秀等媒体节目的影响三个因素；对于个人意志力方面

主要包括上网时间较长、自制力差易受影响以及啃老等自我放弃三个因素。四个方面的多个影响因素

是综合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个阶段综合分析得到，所有因素不代表在某一学习阶段全部存在，在后

续的统计分析中会详细分析四个教育阶段相关影响因素的比例情况，从而确定不同教育阶段影响学生

梦想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梳理影响学生梦想的影响因素之后，需统计分析问卷中不同学习阶段不同影响方面及各因素

的占比情况，从而确定各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以便于后期制定针对性的措施。小学阶段的影响因素统

计分析结果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小学阶段影响学生梦想的主要影响因素为Ｂ１父母思想的强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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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３老师思想的强加，两因素百分比累积和达到８０％以上，这说明小学生容易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影响。

图１　学生梦想影响因素分析鱼骨图

图２　小学阶段梦想影响因素Ｐａｒｅｔｏ图 图３　初中阶段梦想影响因素Ｐａｒｅｔｏ图

　　同样的方式分析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影响学生梦想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果如图３、图４和图５所
示。图中可以看出，影响初中学生梦想的主要影响因素为Ｂ３父母的不理解、Ｃ２社会的现实；影响高中
学生梦想的主要影响因素为Ｃ２社会现实、Ｂ３父母不理解和Ｃ３韩剧、选秀等；影响大学生梦想的主要影
响因素为Ｃ２社会现实、Ｄ３啃老等自我放弃和Ａ１所学知识不足以支撑梦想。

图４　高中阶段梦想影响因素分析Ｐａｒｅｔｏ图 图５　大学阶段梦想影响因素分析Ｐａｒｅｔ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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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分析可知，Ｃ２即社会的现实因素在多个教育阶段梦想因素分析中占有较大比重，初中时就
成为主因，一直延续到大学，说明当今社会的价值导向有待完善。其次是 Ｂ３即父母的不理解，该因素
主要出现在中学阶段，这时因涉及升学等问题，家长的决定权很大，学生想要去做实现梦想的事情经常

不被家长所理解。

汇总四个影响方面的数据，分析四个影响方面的占比情况，可知社会教育方面影响最大，占比

３６４％，其次是家庭教育方面，占比 ３０．２％，然后依次为个人意志力和学校教育方面，分别占比为
１８７％和１４．７％。
３．３　建议活动分析

问卷的第三部分调研了学生对现有活动认可情况和期望开展的、能支撑梦想实现的活动，经统计分

析，四个阶段的学生认为现有活动即可的占比均在１２％左右，说明学生对于目前的活动均不太满意，学
生期望开展的活动主要分布在演讲唱歌、职业体验、书本知识扩展和名家讲座等几个方面，其中，四个阶

段对职业体验的诉求均比较高，占比３０％左右。中学阶段即初中和高中均希望多开展一些书本之外的
知识扩展活动，而小学和大学对该诉求不高，但是小学和大学更希望开展演讲唱歌等文娱活动。

４　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调研问卷的形式调研了青岛市黄岛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个阶段的学生梦想现状，

分析了影响学生梦想的影响因素以及期望开展的、能够为梦想助力的活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根据第

三部分调研结果的分析，提出以下具有针对性的建议：１）小学生易受老师和家长的影响，因此，应严格
加强师德教育，要求减少对学生想法的否定，并开设每周一次的班级交流会让学生充分表达想法，培养

学生自信，促使学生三观健康形成，并多召开家长会，引导家长给孩子多表达、交流的机会；２）倡导良好
的社会风气，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杜绝不良网络信息的扩散，降低过度娱乐节目和粗制滥造影视

节目的影响，加强社会文化和社会教育的监管，为学生确定正确的梦想创造环境条件；３）在家庭教育方
面，家长应更多的理解孩子的想法，加强沟通，积极引导；４）学校应适当增加一些职业体验活动，拓展课
本知识，开展多兴趣讲座，从而为学生梦想的确定和实现提供能力支撑；５）加强大学生对专业的认识，
培养专业兴趣，丰富课外活动，增强社会实践，充分利用大学课余时间，增加个人意志力的培养，为以后

走上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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