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０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８年７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０Ｎｏ．４
Ｊｕｌ．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７

大学生知识价值观现状及其

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①

尹天子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０１）

摘　要：知识价值观是大学生对知识的价值以及对知识的需求所形成的观念系统。高等教育改革必须考虑大学生
的知识价值观现状。大学生知识价值观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知识价值评价上重实践应用，轻理论；在知识价值目

标上重个人，轻社会；获取知识的手段以教师传授为主，呈现多样化趋势。研究结果对高等教育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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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２０世纪下半叶知识价值革命和知识经济时

代的到来，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充分地表

现出来，物质产品的知识含量和科技含量比重日

益增大，知识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

素［１］。知识具有重要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改革与发展这

两大主题上取得了诸多成效，建构起强大的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体系。随着社会的发

展，高等教育也要针对社会的变革做出与时俱进

的调整和改革，满足个人、高校、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等教育改革应该以利益主体的需求为导向，而

学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利益主体。大量的调查研

究从侧面揭示了大学生群体对知识的价值及学习

知识目的的认识和看法。虽然从总体上来讲，大

多数人对待知识的态度是端正的，但也存在很多

消极因素，如就业能力低，学习兴趣缺乏等［３－５］，

这就给高校教育提出了一个难题。知识价值观是

主体以自己的需要为基础而形成的对知识重要性

的认识，是人们评价知识的价值以及对知识的需

求所形成的观念系统，是人们对知识功能的认识、

对知识的需求、学习知识的兴趣以及学习知识的

目的、态度、理想等知识倾向性的综合表征［６］。

高等教育必须考虑教育对象的心理需求。高等教

育改革应该把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作为高等教育

改革的基本动力和目标［７］。而知识价值观对大

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行为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

响。因此，需要加强对知识价值观的研究，了解大

学生的知识价值观现状，针对大学生知识价值观

方面存在的问题采取适当的教育措施，为高等教

育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

２　研究工具
知识价值观具有较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本

研究采用自编的知识价值观调查表考察大学生的

核心知识价值观及其现状。

２．１　拟定问卷架构的理论依据
知识价值观的结构包括知识价值评价、知识

价值目标和知识价值手段［８］。知识价值评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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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对知识是否重要以及什

么样的知识有价值所做出的判断，即“什么知识

有价值及价值等级如何”的问题，还包括个体在

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知识价值目标是人们思

考、确定并追求知识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学

习知识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它是知识价值观的

核心成分。知识价值观合理与否，从根本上取决

于知识价值目标。一般来讲，知识价值目标包括

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层面，前者如自我发展、

品德修养、成就等，后者如国家繁荣、社会文明

等［９－１１］。知识价值手段是个体为了达到知识价

值目标而采取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怎样获取

知识”，它是知识价值观的实际表现。因而，我们

也从知识价值评价、知识价值手段和知识价值目

标三个成分考察大学生的知识价值观。

２．２　词汇搜集与项目确定
主要采用文献检索及开放式问卷调查的方式

搜集词汇。对重庆市某大学的５０名本科生进行
调查，其中男生２２名，女生２８名。对开放式问卷
的结果进行整理分析，知识类型可分为基础理论

和应用两大方面，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有社会科

学知识、操作技术和技能、自然科学知识、生活常

识等；情感体验可分为正向、负向和混合三种，正

向主要有愉悦、自豪、成就感等；负向包括厌学、苦

闷、枯燥等；混合型则主要是苦乐兼有、趣味与枯

燥、累并快乐等。知识价值目标主要分为个体和

社会两个层面，个体层面出现频率较高的有高质

量的生活、提高修养、提升能力、实现自身价值等；

社会层面出现频率较高的有社会发展、服务社会、

发展经济，报效国家等。获取知识主要的手段有

书籍、教师传授、网络、实践、报纸杂志等。

通过文献检索，采用知识重要性问卷［９］和大

学生知识价值观调查表［１０］中合适的词汇条目及

相关的定性研究中能够表现知识价值观三种成分

的词汇。结合文献检索对开放式问卷搜集的词汇

进行补充和意义整合，最后将整理后的词汇编制

成学生和专家评定问卷。请重庆市某大学心理学

院２名教授及１０名研究生评定词汇的适合度、意
义是否重叠及对题目的概括度。最终确定的知识

类型有１１项，知识价值目标３０项，获取知识的手
段１２项，情感体验２４项。问卷采用选择排序法，
要求被试从各个题项的备选项中选择最重要的３
项，并按重要性大小排序。

为了考察被试是否胡乱作答，问卷增加了６
个封闭式问题，要求大学生对学习态度、学习知识

目的及目的是否明确、情感体验和知识重要性进

行评定。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研究对象

采用自编的知识价值观调查问卷，调查辽宁

省、四川省、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和重庆市的

１２００名大学生，回收问卷９４２份，删除作答不认
真和不完整的问卷２５份，有效问卷共计９１７份。
其中，男生３５１名，女生５６６名，被试的年龄范围
为１７～２３岁（Ｍ＝２０．８岁）。
３．２　研究结果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有
两个指标：首选项目排序和备选项目权重。首选

项目也就是被试在各个题项中认为最重要的项

目，对所有被试排在第一位的项目进行频数分析，

可得到大学生的核心知识价值观。首选项目排序

的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首选项目频率最高的三项

排序 知识价值评价 知识价值手段 知识价值目标 情感体验

１ 道德性知识（３２．９％） 教师传授（４４．３％） 实现自身价值（１４．１％） 充实（２６．１％）

２ 生活常识（１９．０％） 实践（１１．６％） 生活质量（１２．４％） 成就感（１０．４％）

３ 实践应用知识（１６．５％） 自学（８．３％） 文化修养（１０．０％） 希望（９．４％）

　　根据选择排序题的数据分析方法［１２］先定选

项，后定次序，最后通过编码将次序转化为权重。

根据次序的重要性对数据进行二次编码时，次序

１、２、３的重要性（权重）依次赋予为３、２和１，这

能反映出当前大学生总体的知识价值观现状。以

权重积分为指标统计被试对知识价值观三个成分

中的备选项目的重要性排序结果中，知识价值评

价中大学生认为最重要的三个知识类型依次是道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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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知识、实践应用知识和生活常识；大学生认为

最重要的知识价值目标依次是实现自身价值、提

高生活质量和文化修养；而当前大学生获取知识

的重要手段是教师传授、专业书籍和实践；在获取

知识的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主要有充实、成就感和

挑战性。

从核心价值观和总体排序的结果来看，在知

识价值评价方面，大学生认为道德性知识、实践应

用知识和生活常识比其他知识更重要。在知识价

值目标方面，大学生认为实现自身价值、提高生活

质量和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最重要。核心价值观

和总体选择两个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从核心

价值观和总体选择来看，大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

很多，最主要的是教师传授和专业书籍，实践和自

学也是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在情感体验方面，

大学生在学习中的情感还是比较积极的，最为主

要的情感体验为充实，具有成就感和挑战性，并在

学习中充满了希望，而很少感到骄傲、羞愧和

无助。

在封闭式问题中，５８．２％的人认为学习知识
非常重要，３４．８％的人认为学习知识重要，而认为
学习知识不重要和非常不重要的人分别只占

０４％和０．３％。在情感体验方面，４４．９％的人觉
得快乐略多于苦闷，３８．９％的学生觉得苦乐各半，
觉得非常快乐的人占７．４％，而觉得非常苦闷的
人只占１．３％。在学习知识的目标方面，绝大多
数的大学生学习目的比较明确，只有０．２％的学
生学习目的非常不明确。这一结果总体上与正式

问卷的结果是一致的。

４　大学生知识价值观的特点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学生的知识价值观主

要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４．１　重实践应用，轻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知识重要性的认识经历

了从肯定认可到再度贬值，再到重新肯定的理性

回归［１３］。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大

部分大学生认可知识的重要性，这与以往的研究

结果是一致的。在一项对重庆青年价值观的调查

中，８３．６％的人赞同“知识就是力量”，只有２．４％
的人表示不赞同［１４］。这与他们力争考取大学达

到了知行的统一。但是，他们表现出了对实践能

力和技术技能的偏爱，而对基础理论、人文知识的

重视程度相对较低。以往有研究也显示，大学生

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实践应用知识和操作技术技能

远远比人文知识和书本理论知识重要，是最重要

的［１５－１７］。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就业过程

中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能力方面因素的重视［１８］。

４．２　情感体验积极，但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
学习中的情感体验是影响学习态度和学习行

为的关键因素，是学习行为的动力源泉。调查结

果显示，总体来看，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

验是比较积极的，但也有很大的消极因素存在，厌

学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以往研究也

显示，很多大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不喜欢所学

专业［３－４］。

４．３　重个人，轻社会
在知识功能的价值判断方面，大多数大学生

对知识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都持充分肯定的态

度，但大学生认为知识对社会的重要性大于知识

对个人的重要性［９，１７，１９－２０］。而在知识价值目标

上，从本调查结果来看，大学生更看重知识对实现

自身价值、提高文化修养以及生活质量和自身能

力的重要性，而国际合作、建设四化、人民安乐等

社会层面的知识价值目标则相对不受重视，建功

立德的传统价值观也被忽视。他们在知识价值目

标方面对个人价值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社会价值

的重视。以往的很多研究都显示，大学生显示出

以个人价值为主的知识价值目标取向，如提高能

力水平，增长才干，取得事业的成功等［４，１７，２０－２１］。

这与本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市场竞争下的求利原

则和优胜劣汰原则，必然使大学生的择业取向趋

向自我，趋向有利于竞争［２２］。

４．４　学习手段多样化
实现知识价值目标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手段。

知识价值手段也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而日益多

样化的。如今，虽然教师传授仍然是大学生获取

知识的主要手段，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学

生不再只是单纯地从课堂和书本上汲取知识。调

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手段多样化，生活

经验、实践、专业书籍和个人感悟等都是获取知识

的主要途径。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比较一致

的［１０，２３］。通过见闻、他人经验和电视广播等获取

的知识较少，但也是部分大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

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资源来源的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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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信息媒体获取知识，网络

媒体上的各种资源，如远程教育、开放课程、培训

等各种手段使大学生获取知识更方便快捷。

５　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高等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示

作用。

首先，高校要加强大学生的知识价值观教育。

大学生的知识价值观是高等教育改革必须要考虑

的主观因素。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及从教

师和同学那里学到的求知态度和价值观念会很大

程度的影响大学生对待知识的态度和行为。但是

知识价值观教育并不是向学生单纯灌输知识，知

识作为真、善、美的统一，作为技术与情感的统一，

知识价值观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生对于知识的热

情与尊重，主动地寻找知识、运用知识和创造新知

识的能力。知识价值观教育应该将社会对人才的

需求、个体对知识的客观需要内化为主体自身的

求知需要，从而产生重视知识、学习知识、应用知

识、创造新知识的动力，从根本上改善当前大学生

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的问题。

其次，高等教育要重视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

由于多重原因，现在的大学生更重视实用性较强

的应用型知识，这与现有的高等教育存在较大矛

盾。高校在大学生培养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教

学脱离实际要求，致使大学生理论脱离实际。这

也是大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３］。

再加之经验不足和动手能力差，缺乏专业技能是

毕业生、企业及高校教师共同认同的大学生毕业

参加工作的最大问题［５］。提升就业能力是促进

毕业生就业、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举

措［２４－２５］。因而，在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时，高校对

内要加强学生的“学”，对外要探索基于提升就业

能力的社会实践教学模式。一方面，高等教育要

加强实践基地的建设，利用各种资源尝试“干中

学”和“传帮带”的培养方式。另一方面，要尝试

不同人才的分类培养。企业单位招聘具有明确的

目的性和针对性。科学的人才测评技术也已成为

很多用人单位招聘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２６］。

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可以采取就业能力的分类

培养，高校可以根据大学生的就业兴趣和能力倾

向进行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培养。在此基础上，

依据当地的资源优势、产业基础以及新兴战略产

业的发展方向和院校科研队伍的业务专长，通过

高校、大学科技园与企业进行充分的调研沟通，在

共同参与研发、生产的实践中，探索可持续发展、

能常规运行的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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