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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调查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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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大学生学习与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统计分析发现，学生对校园环境支持较为满意，

比较认可大学教育对自身的提升作用，但存在师生缺乏有效互动，学生学习投入不足和学业挑战度不高等问题。针对分

析结果，提出贯彻以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适度提高学生学业挑战度；进一步增强师生互动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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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各国相继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阶段，教育质量提升成为世界
高等教育的焦点。大学生学习与发展就逐渐成为高教研究及质量保障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
强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２０１２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强调坚持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健全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然而，高等教育的质量，特别是人才培养的质量始终难尽人

意。为探索研究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对策，解决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大

学生学习与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进而提出促进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的途径和建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对西安某高校本科生学习与发展的调查数据，调查中共发放问卷１３００份，回收

有效问卷１１４３份，回收率８７．９２％，其中男生占４８．２９％，女生占５１．７１％；理工科占５５．０３％（６２９人），
文科占４４．９７％（５１４人）；一年级占２７．５６％（３１５人），二年级占２７．８２％（３１８人），三年级占２３．２７％
（２６６人），四年级占２１．３５％（２４４人）。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主要包括专
业、性别、年级等资料；第二部分为学生学习与发展调查信息，具体包括学习目的与习惯、学业挑战性、师

生互动、课外活动的丰富性、校园环境支持度和大学教育的收获六个维度；第三部分为对大学生学习与

发展调查的建议和意见。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学习目的与习惯
２．１．１　学习目的

从调查统计来看，６６．３２％的学生的学习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找份好工作，只有１８．２９％
的学生选择满足自己兴趣与爱好，且有１／４的学生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从不同年级分析来看，虽然
一年级到四年级选择“提高自身素质、找份好工作”的学生均是最高的，但随着年级的增长呈递减趋势，

由一年级的７３．６５％下降到四年级的５１．２３％，而满足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则随着年级增长而呈递增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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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学习习惯
从课前预习方面来看，各年级平均有高达５２．４９％的学生课前不预习，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中，

总能预习的学生仅占５％及以下，四年级中总能预习的学生则提高到了１７．６２％，表明学校应有针对性
地改善低年级学生的学习习惯，二年级不预习的学生更高达６６．９８％，值得特别关注。从课堂上学生听
讲情况来看，总能注意听讲的是１１．６４％，７５．１５％的学生表示一般能在课堂上注意听讲，这表明大多数
同学课堂学习状况正常。但有１３．２１％的学生上课不能专心听讲和积极思维，同时有１８．４６％的学生不
记笔记。这表明少部分学生的学习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统计数据还表明，在上课记笔记方面，人文类

学生比理工类学生记笔记的情况稍好，从不记笔记的人文类学生为１４．２５％，而理工类则达２１．１８％，女
生课堂记笔记的情况比男生好一些，从不记笔记的女生为１２．１８％，而男生则达２５．１８％。就课外的学
习投入时间来看，学生每天课外学习投入时间 １～２小时的占到 ３３．６０％，投入 ２～３小时的占到
３７５３％，合计达７１．１３％，仅２８．８７％的学生课外投入学习的时间在３小时以上。从年级分布来看，随
着年级的升高，课外学习投入时间有逐步延长的趋势。统计数据表明：学校的学术网络数据库使用情况

不容乐观，有４２．４３％的学生从不使用学术网络数据库。
２．２　学业挑战度

数据表明，目前学生学业挑战度普遍不是很高。首先，从课程内容上而言，８０％的学生认为课程内
容强调记忆性的内容较多。其次，仅有３３．２５％的学生认为课程作业很难，而认为课程作业不太难和不
难的同学达６６．７５％。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学科间学生的学业挑战度有较大差别，４１．３５％的理
工类学生认为课程作业很难，仅有 ２０．７１％的人文类学生认为课程作业很难。从考试难度上分析，
７１１３％的学生认为考试不太难和不难。最后，从毕业论文、学年论文、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等的要求上
分析数据，依然是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要求一般和不高，平均仅有３０％左右的学生认为要求很高。进一
步从学科类型、年级、性别上详细分析比较上述指标，理工类学生认为难的比重要高于人文类，其他维度

的区分度不大。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学校学生的学习挑战度不是很高，相比较而言，理工类学生比文

科类学生的学业挑战度稍高。

２．３　师生互动
调查问卷中通过课堂是否积极发言、与老师讨论各类问题的频率以及与联系老师的途径等方面考

察师生间的互动状况。从统计结果来看，在教师提供发言机会方面，５１．５３％的被调查学生认为课堂上
有一些发言机会，但３１．８５％的学生却认为发言机会很少，认为发言机会比较多的仅占１６．６２％；从学生
发言的积极性来看，有３２．４６％学生上课从不积极发言，５４．５０％的学生也只是有时候发言，经常发言的
仅占１３．０４％。且大四的学生在课堂发言方面表现更为积极。可见，教师提供给学生发言的机会不够
多，学生发言的积极性也不高。与此同时，我们分析学生与老师讨论诸如课堂没听懂的内容、学科竞赛、

考研准备和就业创业等问题方面的调查结果数据，总体来说师生间的交流相对较少，一半左右的学生没

有与老师探讨过上述相关问题，尤其是从未参加过教师的学术沙龙或研讨活动的学生达５４８５％。同
时也发现，在这几项指标上大四学生的参与度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从调查数据来看，虽然９０％的
学生认为课外可以通过见面、电话和发邮件等多渠道联系到老师，然而从前述几个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

出，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课堂外，师生间的沟通互动相对较少。

２．４　课外活动的丰富性
从课外活动的丰富性角度来分析，学生参加学术活动的类型主要集中于学术性讲座，所占比最高，

为６３．１７％，其次为学科竞赛、辩论赛，以及征文演讲等。从年级来看，学术讲座、学科竞赛、辩论赛和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这几项是随着年级升高而递增。从学生参加学术活动次数的调查数据可以发

现，有１／４的学生一年里从未参加过学术讲座，而大多数学生所参加的学术讲座也仅为１～３次。调查
数据还表明，课余时间兼职学生很少，参加党团和社团活动的次数也并不多。可见，学生在课余时间参

加的学术活动、社团活动等仍显不足。

２．５　校园环境支持度
该维度问题设计从学校给予学生的学业支持、评价与学校人员的关系及对学校的认同感３个角度

入手，共涉及８个问题。从统计结果不难看出，整体而言，学生对学校无论是硬件环境如图书馆、实验
室，活动中心等硬件设施，还是如校风学风、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制度等制度建设，以及遇到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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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等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的支持体系等都较为满意。

２．６　大学教育的收获
绝大多数学生均认为在学校的教育是有收获的。总体而言，四个年级的学生均认为大学教育对自

身的提高收获颇多。一年级的学生在合作精神与能力、人文素养、沟通与交流能力以及分析与解决问题

能力方面的收获比较突出，满意和较为满意率在９３％以上。四年级的学生在学习方法、自学能力、实践
能力、沟通与交流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的收获很大，满意和较为满意率在９３％以上，二年
级和三年级的统计数据趋势较为接近，满意和较为满意率在８０％和９０％之间。

３　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学生对校园环境支持较为满意，对大学教育的收获比较认可，但存在师生缺乏有效互动，

学生学习投入不足和学业挑战度不高等问题。针对上述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对策

建议。

３．１　贯彻以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正如潘懋元教授所说，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对作为教育主体的大学生及其学习的研究，忽视了从教

学的本源上解决质量问题［１］。以往大学注重知识传授，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由此工作重心是抓教

师、抓教学内容。而高校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是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教”的质量最终应体现在“学”

的质量上［２］。所以高校应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即从“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向“让

学生自己去发现和创造知识”转变，从“课堂、教师、教材”“老三中心”向“学生、学习、学习过程”“新三

中心”转变，真正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发展［３］。进一步建立基于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的教学质量保障体

系，改变结果性评估为过程性评价。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方式，及时有效地跟踪评价学生在学习阶

段的学习效果，并及时反馈到培养体系与课程改革中。

３．２　适度提高学业挑战度
从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学生学业挑战度普遍不高。具体表现在：学生课外学习投入时间明显不足；

学生认为所学课程内容多为记忆性的知识，对复杂问题的分析较少；在课程难度、作业难度和考试难度

等方面，大多数学生认为不太难或不难。众所周知，富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学业任务对大学生的学习和

学业成就而言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我国本科教育中主要是强调记忆性的知识，对高级认知能力的培养

不够重视。适度提高学业挑战度，引导学生学习过程的投入，促进学生学术参与非常必要。当然其内涵

不是简单地增加知识点和作业量，而是要突出分析、应用、创新等高阶认知目标在教学活动中的体现，更

要凸显跨学科知识以及知识和实践的联系。

３．３　进一步增强师生互动
有效的师生互动对提高学生学习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师生互动是中国高校与国外

高校有显著差异的指标，而这一指标显著影响学习成效或教育收获［４］。长期以来，我国师生之间缺乏

有效地互动，教师习惯了讲授式的知识传授，学生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缺少主动思考和积极投入。本次

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课堂外，学生与老师间的沟通互动相对较少，教师提供给学生发言

的机会不多，同时学生发言的积极性也不高，一半左右的学生没有与老师探讨诸如课堂没听懂的内容、

学科竞赛、考研准备和就业创业等问题，尤其是从未参加过教师的学术沙龙或研讨活动的学生达

５４８５％。因此，教师需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等方面积极进行课程改革，不断提
高教学质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学术参与。同时，学生要建立正确的学习观，培养深度学习的

方法，勇于质疑探讨，积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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