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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制约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绩效因素的比较研究 
郭  丽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23303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重要讲话，为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

向。国家发布了职教 20 条，招生的层次也不断拓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高职学生的行为能力和学习能力不高。制约学生学习绩

效的多种因素将直接影响到他们未来能否成才。良好的学习习惯等重要因素，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学习绩

效，让学生在主动探索中实现其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使教育真正变成学生的内在需要，成就个人的未来。大数据可以更好

地支撑制约学生学习绩效研究的针对性、实时化、高度差异化和个性化。传统处理技术和思维方式已无法满足应用需求，依托大数

据技术将开辟制约高职院校学生绩效因素比较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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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全面加强党对教

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教育改革，

加快补齐教育短板。国内外很多学者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

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但对大学生尤其是影响高职学生学习绩效因素的研

究却很少。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

发展，高职教育已经形成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近年来，随着高职教育改革的逐渐深入，其内

涵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在提高教学水平的同时，不

断重塑、提升自身能力。而另一方面，教师也面临这样的现实：由于生

源萎缩，导致生源质量下降。和一般院校的学生比较，高职学生基础相

对薄弱，对知识的掌握不踏实。如何有效地进行教与学，这是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要努力解决的难题之一。 制约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绩效的各因

素分析如下： 

一、高职大学生的学习现状分析 
经研究发现，高职院校大学生学习现状各要素评估值等平均数在高

校大学生中略高于中等临界值，居中等水平，因此目前我国高职大学生

的主流是积极的、进步的。经过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高职大学生的

学习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根据分析结果来看，制约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绩

效因素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对专业的兴趣程度、选择此专业的原因、人

生与职业的目标、专业课程的考试成绩，以及对专业课教师的评价。 

二、各因素对高职大学生学习绩效的影响 
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教育的投入逐年递增。21 世纪是一个学习

化的多元社会，终身教育理念将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终身

教育的研究基础则是对影响学生学习绩效各制约因素的研究。 

1、社会环境因素 

对于社会环境的认识是影响高职学生学习动机及其发展的重要因

素。我国当前社会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多元社会价值观影响了

人们的思想和观念， “读书无用”“知识贬值”等不良观念的出现，深

刻地影响着高职学生对学习和知识的看法。同时，有些用人单位盲目追

求实践经验，使高职学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必然使不少学生无法耐

下性子完成高职学业，选择中途退学，从而影响班级其他同学学习动机。 

2、学校因素 

学校是学习生活和成长的基地摇篮，教师是学生成才道路上的领路

人和指明灯。高职学生情感丰富，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在家庭中往往因

成绩不理想受到长辈指责、教训，被认为“一无是处”，他们往往缺乏

安全感，在自尊心受到伤害时希望得到应有保护。对于一些没有养成良

好自学习惯的同学来说，自主学习对他们来说存在一定的困难，教学场

地和师资力量是否有能力配套相应的设施进行教学也是一大问题。高职

学生在校不久便失去了对学校及相关专业的热情，导致学生能力素质不

高，很难满足企业的需求，学生就业困难。 

3、家庭因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孩子成长生活的基本环境，父母是孩子第一

任教师，是子女眼中的标尺。由于父母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

们的言行举止以及对子女学习上的要求和期望，很容易转化为子女的自

我要求和自我意识，从而影响子女学习动机的性质，并且这种影响往往

是潜移默化又根深蒂固的。还有些家长抱有不正确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认为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没什么前途，因而对他们全然不抱任何期望，

对孩子的学习不闻不问、任由发展，这都会对高职学生的成长带来深远

负面影响。 

4、个人因素 

高职学生往往对自身发展目标模糊，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专业切入

口，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后，

在对知识需求方面，经常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知识面过窄，知识结构

单一。尤其是高职毕业生在这方面的缺陷更为明显。由此可见，自学能

力对高职院校更显重要，是现代人才必备的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 

通过长期教学实践，我们认为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究其根本就是制

约学生学习绩效因素的研究问题。经过数据对比等，我们将发现影响因

素中的主要矛盾及次要矛盾。作为高职院校的学生们，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与学习效率将直接影响 到他们未来能否成为优秀的人才。 在这种背

景下，研究制约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绩效的各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通

过大量数据的采集，针对性地分析高职院校学生的各种制约要素，精准

实时的数据更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更加准确地进行专业

调整和课程特色的设置，同时培养学生良好习惯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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