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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本科生行为特点和管理策略调研
——从学习力层面进行探究

杜鹏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杭州  310000

[ 摘  要 ] 本文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的高校学生调研，从学习力层面来研究高校学生在追求自我发展过程中的行为特点及不同区域高

校群体间存在的行为差异，总结出共同存在的问题；并收集同学们在处理问题时所采取的管理策略，对收集的策略方法的进行有效性和普适

性筛选，并从实践运用角度提供针对性建议。从而帮助同学们更好的认识自我和改进自我，更清晰的认识到影响自我发展的因素和可提升的

自我发展空间；从而在处理工作和学习的问题时能具有更清晰的提升路径，驱使自我发展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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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最高学府，是学生群体从体制教育走向社

会的衔接点。在这个衔接点上，高校学生面临着长期义务教育养成

的学习习惯模式和社会由开放自主所带来的的差异冲击，焦虑和迷

茫是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大学生发展成才成为学生自身及

社会都普遍关注的问题。学习力，作为大学生发展成才所需的众多

能力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引导和提升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则显得尤为

重要。

2 国内综述

学习力，是学生学习和职场工作的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很早

之前便有人认为其本质就是竞争力。有学者认为，从学习活动角度

加以界定，学习力是把他人的知识、技能、做法转换成自身人力资

本的能力，包含选择判断能力、勤奋吃苦能力、理解接受能力、方

法优化能力、状态保持能力、成效表达能力。王飞等在研究中提到，

大学生学习力不足，通常表现在学习能力缺失、学习动力不足、学

习毅力缺乏、和学习创新力缺失等四个方面。而在秦冬梅等人的调

研结果中，学生认为影响英语学习成效的内因有学习态度、学习基础、

学习方法、学习目标、心理状况等；影响英语学习成效的外因有学

习环境、学风、课程、教材等。在尚微微等人的研究中，大学生学

习能力培养的非智力影响因素主要有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和学习习

惯。

3 研究设计

综合前人的研究文献，从学习成效角度界定，本文学习力是在

限定的日期内通过学习达成目标的能力，包括学习专注层面、自我

驱动层面、情绪控制层面、状态保持层面，本文后述调研主要围绕

这四个方面进行展开。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在校本科生的学习现

状进行调查，并根据其问题反馈收集相应的解决方法，通过观察验

证后，最终给予读者相应的管理提升策略，为我校学生在学习力层

面提出建议。

4 调研结果

大学学习生活更加灵活自由，学生在课余时间的支配有了更大

的自主性。在学习生活中能持续不断的自我驱动，是目标达成所必

备的素质。根据调研结果，在“你认为自身学习驱动力怎么样”问

题中，有 213 人（42.6%）认为自身学习驱动力匮乏，有 105 人（占

21%）选择“充足”，182 人（占 36.4%）选择了“一般”。由此可

见，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需要在自我驱动层面做出改进。在“支撑你

学习的动力来源于哪里”这一问题中，“学业压力”以 466 人（占

93.2%）的选票稳居第一，“人生目标与规划”以 233 人（占 46.6%）

的选票排行第二，剩下的“个人兴趣”和“父母期望”两个选项总

票数 94 人（占 18.8%）。

5 不同高校间对比分析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和浙江大学同为国内“双一流”院

校，地理位置上分属南北两方。根据调研数据对两者间进行对比分

析，探究分属地域不同的高校间是否存在相同特征。此次调研，双

方院校各投放 100 份问卷，集中于工学、理学门类，共计收回 200

份。调研结果显示，在“不能专注的原因”选项中，“学习内容枯燥”

以 84人（占 84%）的票数居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的选项首位，

较浙江大学的 72 选票高出 12 个百分点；而浙江大学选择“学习内

容与未来职业发展不匹配”的人数为 32（占 32%），远高于哈尔滨工

业大学（威海）的 7 个选票（占 7%）。威海城市发展水平差于杭州，

身处杭州的浙江大学学子或许有更多可供选择的发展机会，导致在

职业发展规划上有更多的方向。

6 总结及建议

通过此次的调研活动，更好地了解当下在校本科生学习活动中

的情况，同时也对教学实践和学生自我成长带来了一些启示。最终

针对在校本科生，从学习专注、自我驱动、情绪控制和状态保持四

个方面分别给予建议：

6.1 学习专注层面

在信息时代，每天我们都会获取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难免会

对我们的注意力产生干扰。在访谈过程中，经过和同学们讨论和查

阅资料，针对如何提升学习专注度提出几点建议：（1）构建知识体系。

每星期一次课，一个星期多门课，这是大学的课程安排的特点。如

果不注意对知识的收集与整理，极易造成知识点散落，无法“组装”

和“运用”。（2）紧跟教师节奏。“课上一分钟，课下十年功。”跟上

教学节奏，及时处理疑问，高效利用课堂时间。（3）先大提纲描框架，

再小提纲逐步深化。很多同学课堂上认真听，可是却“左耳进右耳

出”，问题出在知识框架上。通过预习做到对课堂内容有框架性的认

知，然后再根据老师讲的内容对框架深化，做到课堂效率最大化。

6.2 自我驱动层面

学习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但学习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为了帮助学习者尽力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学习活动中，使学

习活动高效、有序进行的谋划，提出一下几点建议：（1）设定的目

标高于期望达成的目标。如为了学好英语，顺便考考试。目标不一样，

获得的成长也不一样。（2）自我强化。根据班杜拉（Bandura）的社

会学习理论，当达到自己预先设定的标准时，以自己能控制的奖赏

来加强和维持自己行动。（3）将学习过程量化。可根据时间、任务

量等维度将学习过程量化，对学习量及时反馈和把控，确保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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