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５年５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５．０４８

大学生学习动机功利化倾向现象探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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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维持学习活动的内在心理动因。当代大学生片面追求眼前的个人利益与社

会需求的快速结合，学习动机功利化倾向日趋严重。急功近利的功利性学习既有显性的个人危害和教育伤害，更有隐性

的潜在社会危机。面对当前大学生学习动机功利化倾向，高校需要强化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回归高校教育的本质要

求，将理想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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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学习动机与功利化倾向的形成
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学习、维持学习活动的内在心理动因，是激励、指引、维持、调节学生学习的强

大动力［１］。学习动机的功利化倾向作为一种现象的存在，随着西方享乐主义的声名鹊起而引起教育学

者的关注，功利主义理论、功利道德理论、自我效能理论、期待价值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等体系相继提出。

在我国自古以来关于学习动机的论述中，《论语·子张》曰“学而优则仕”，《千字文》曰“学优登仕，

摄职从政”。可见，学习中的世俗功利主义思想在我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

有黄金屋”，寒窗苦读与美女和金钱直接画上等号，这就是古代典型的“读书实用论”。伴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激烈冲击，当代大学生学习功利化倾向只不过是古代社会“读书实用论”在新

时期的变型。

认知理论认为，当环境中出现新奇的外部刺激时，人所产生的倾向性反应就是最原始的学习动机。

学习能够使人获得各种知识和技能，在学习过程中，学习动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多层次、全方位的

发展轨迹。功利化学习动机的产生，就是受功利主义的影响而趋利避害，以功利原则为基点，急功近利

只为追求片面的现实利益而被动学习。

２　大学生学习动机功利化倾向的危害
功利性学习蕴藏着危机，既有显性的个人危害和教育伤害，更有隐性的潜在社会危机。大学的本质

职能是培养造就高级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卢梭提出、杜威升华的“教育即生长”观点认为，教育

就是个体的健康发展而非外在功利性力量的强加。从大学教育的对象出发，功利性学习最直接的受害

者是学生。只注重实用性、技术性的学习内容，导致大学生个体畸形的单项发展。大学生只为谋求个人

利益而努力迎合社会的即时需求，必然导致理想信念的淡化，道德水准大幅滑坡，自我发展缺乏传统文

化底蕴和人文精神素养。功利性学习倾向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逃课和作弊，导致大学正常的运行秩序出

现混乱［２］。对以后就业是否有用似乎成了衡量学习成效的唯一标准，高等教育的巨大规模和高昂投入

与高素质人才的匮乏形成鲜明对比，国家的教育资源出现浪费现象。高校本应互相支撑的各类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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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结构失衡，基础理论学科的生态恶化严重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大学的文化精神对社

会具有辐射作用，功利性学习让大学精神的凝聚激励导向功能不断弱化，追求真理、科学批判、发展创新

等大学精神的丧失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与时代精神的沦丧。因此，提出并研究当代大学生学习动机功

利化倾向的课题，对于大学生个体的综合发展、大学教育功能的顺利实现、大学人文精神的外向弘扬、提

升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３　当代大学生学习功利化倾向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激烈冲击，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受到世俗

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片面追求眼前的个人利益与社会需求的快速结合，学习动机的功利化倾向日趋严

重，急功近利的学习态度、追求立马见效的思想理念成为当代大学生的通病。

３．１　学习倾向偏重于实用性技能，对学科专业的选择功利化
从高考填报志愿开始，当代大学生对于今后的学习和出路就有自己的考虑，考上名牌大学、争读热

门专业成为潮流。填报心仪的大学和中意的专业，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大学能否录取的可能性，还有就是

今后的就业考虑。社会竞争加剧，就业率、考研率、薪资待遇等含金量较高的数据，是指导考生和家长进

行综合权衡之后进行最后抉择的参考。在对现实进行考量的基础上，还需要考虑学校的总体教学评价，

研究专业的发展前景，展望今后的市场就业率，斟酌今后的薪资待遇等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３］。

这本无可厚非，毕竟教育就是一种高额的投资，需要考虑其投入和产出。然而这样的结果却逐渐背离了

教育的本质，大学教育成为就业的垫脚石。

３．２　时间分配偏向于实用性课程，对学习内容的确定功利化
对基础理论和素质教育课程的学习不重视，学习内容偏重于功利化的实用知识技能。哲学、文学、

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无人问津，金融、网络、外语、物流、法律、计算机等实用知识技能却趋之

若鹜。比如必须选修的“马列毛邓三科”课程，大部分学生持消极的学习态度。认为这样的知识除了考

研需要用到就没有其他用处，对于此类理论性较强的知识内容往往不愿主动学习。除了在课堂上能够

融入到专业学习，课后时间很少用于专业知识学习。他们把大量时间放在了实用性较强的知识技能学

习上。在大学校园普遍出现了“逃课一族”，逃课率较高的是思政类公共基础课和公共选修课，这其实

就是大学生在对基础理论知识和实用知识技能比较后所进行的学习时间的功利性再分配。

３．３　学习动机注重实用价值产出，对学习效果的衡量功利化
一切以今后的就业工作和职业发展为出发点，为顺利入职获得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与技能，成为当前

大学生最主要的学习动机。大学生拿出必要的时间对付专业课程，其它课程只要能够及格拿到学分就

满足了，更多的学习精力放在努力获取外语、计算机、普通话、会计师等时兴的职业资格证书上。有的依

靠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外兼职赚取外快，迅速并有效地把知识技能转化为自己的收入。比较能够说明大

学生学习动机注重实用价值产出的实例是毕业论文，目前大学生为完成毕业论文抄袭成风，东拼西凑的

复制粘贴是完成论文的主要方式。学生在学习动机上凸显急功近利的倾向，只是将学习作为赢取物质

目标的手段，重视对于个人利益、实用价值的追求，为实现个人价值片面追求投入产出比。

４　高校矫正大学生学习功利化的对策建议
４．１　回归高校教育的本质要求，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价值观念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是给予教育对象发展自己的能力，人之所以受教育，不仅是为

了学习知识，更是为了完善人格和充实精神生活。高校作为高等知识传播的场所，教育的目的是知识创

造和真理引领，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大学生。面对世俗功利思想的冲击，大学首先要明确高校教育的本

质要求，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价值观。大学是一个国家精神的象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

天，大学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不去考虑市场经济对实用人才的需求。但与此同时，我国高校应该而且必

须坚守它的独立精神，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鄙弃浮躁社会中的功利化风气，明确大学教育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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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大学教育引领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正轨上。不仅要重视实用知识技能的教学，也要关注基础认知

知识的传授，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念，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建设人才。

４．２　强化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引领大学生的道德和理想实践
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百家之学府也。”在他看来，大

学应该是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模式，而不应该是当前社会生活的缩影。大学精神表现的是理想信念、气

势状态、精神意志，是人体生命、活动、成长的根本。大学没有大学精神的理念，培养的大学生就没有远

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缺乏昂扬的气势和良好的精神状态。诚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大学不仅要产生思想、

知识、学问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给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道德和理想指引。“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

在，而专为未来。”现代大学不仅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还要

为他们的社会实践提供行为模式和人文关怀，将道德理想转变成强有力的行动典范。高校应该具有人

文主义精神理念，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赋予大学生完善自我知识结构和独立人格的

能力，在接受人类文化遗产、社会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陶冶他们的情操与个性。

４．３　重视高校管理理念和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高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和科研，管理对象所围绕的中心就是教师和学生。管理不是对人的束缚，而

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服务。高校应牢牢把握“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培养什么样的

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紧紧围绕以人为本来立德树人，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科学发展

的管理机制。优化管理资源配置，夯实应用基础理论学科，构建以文理为基础、以应用型学科为主导、以

教师教育为优势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加大教学投入力度，扎实开展教风、学风、考风建设，树

立科学的教学质量管理理念，加强教学质量标准建设，建立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导向的管理规章和工

作机制，形成富有成效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制定合理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办法，提高教师的主观能

动性，为教师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科研、教学、学术氛围，减少甚至避免来自学校的功利化科研项目。教师

能够为人师表，真正做到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用自己的行为来引导学生远离功利化［４］。

４．４　理想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面对大学生学习功利化的倾向，要始终坚持德育为先，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寻求大学生可以接受的新的德育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时

效性，进而自觉抵御功利主义不良思想的侵蚀。以能力培养为素质教育核心，鼓励学生参与科学研究、

参与学科创新竞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深化应用型人才模式教育教学改革，切实转变传

统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推行多样化的学业考核方式。构建科学合理的学业评价制度，激发学生学习的

内驱力，鼓励大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深入探索加强校风、学风和考风建

设的长效机制，注重对学生的学涯、职涯和生涯设计的指导和规划，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职业目标和

人生目标，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扎实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知社情、广见闻、增

知识、长才干、强责任。坚持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从社会需求出发，改革人才培养方案，把专门性教育和

渗透性教育结合起来，着力构建更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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