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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分析视角下民办高校学风问题及管理对策研究
——以温州商学院为例

邵崇晓

（温州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通过对温州商学院的学生发放问卷调查和访谈，主要从

社会大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 00 后大学生自身几个方面分

析民办高校学风管理的影响因素。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健全

学风管理制度，加强和改进学生教师管理队伍建设，丰富学风管理

阵地，多管齐下营造氛围，加强系统性生涯规划和学业指导民办高

校学生导师导学制等合理化的建议，以促进民办高校学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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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风是其在受教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和精神风

貌的综合。民办高校大学生学风建设是高校建设水平的重要衡量

指标。实践调查和工作经历的分析来看，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市

场化进程不断加快，民办高校面临的形势日趋复杂，学生学习基

础较差、学习主动性弱、自制力不强等问题，使得民办高校需结

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探索民办高校存在的学风管理对策，并得出

今后的优化措施。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以温州商学院的学生为测试对象，通过问卷星平台发布问卷，

采用无记名方式进行，共发放 498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498 人，

有效性达 100%。

（二）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Excel 和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并运用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等多种统计分析方法。

二、结果与分析

（一）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此 次 问 卷 调 查 共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498 份， 问 卷 对 象 为 温 州

商学院的在读学生，本次问卷调查男生占比 29.92%，女生占

比 70.08%。专业类别涵盖了文科、理科、工科、艺术以及其他

学科，覆盖面相对较广。在家庭情况方面：来自农村的学生占

40.36%，城镇生源占 38.76%；家庭年经济收入 15 万及以上的占

比 52.19%；51.81% 的受调查者为家中独生子女。整体来看，问卷

被调查者包含着各种类型、各年级、各专业的学生，具有一定的

普适性和代表性，能够为研究民办高校学风管理问题提供良好的

基础。

图 1　学风管理调查问卷对象家庭情况分析

（二）温州商学院学风的主要问题

在分析当前温州商学院最主要的学风问题时，缺乏学习动力

和没有学术氛围成为各位受访者的首选项，占比分别为 50.4%、

50.8%。学生对民办高校学习环境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其学风情况，

而在学习环境中，学校学风、班风、校园环境、学风管理、师资

队伍水平、专业课程等几个方面是主要影响因素，对学生学风影

响较大。由此可见，温州商学院的主要学风问题更多体现在学习

上的自律性不够强、纪律意识相对较差、浮躁不踏实等方面。在

影响学风好坏因素方面，学生自身问题和校园整体学术氛围的营

造方面影响较大，在接下来的学风管理过程中可以在这些方面着

重下功夫予以改进。 图 2　学风管理调查问卷对象认为学风好坏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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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目的动机分析

总体表现复杂多样。在被问及大学阶段的主要学习目标时，

58.84% 的受访者选择培养学习能力和处事态度这一选项，有

24.3% 的受访者为了获得文凭，通过大学学习获得各种证书，

为找工作打基础，另有 4% 左右的受访者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

问题。，但从整体来看，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进行专业选择和目

标相对不明确的受访者人数也比较多，因而学习目标的不明确、

受到外界因素影响较大，也成为民办高校学风管理需要重点攻

克的难题。

（四）学生学习态度分析

学习自觉性一般的学生占比高达 56%，自觉性很强的学生比

例不足 10%，自觉性不强或较差的比例则高达 34%，这说明民办

高校学生学习自觉性普遍不高。学习自觉性与学习努力程度有很

强的相关性，学生对学习有兴趣，对学习的意志力强，主要来源

于其能够在学习中获得成就感和乐趣，能够从获取知识和沉浸精

神感悟的过程中获得欣喜感，这是民办高校大学生学风管理需要

考虑的问题。

（五）学生学习行为分析

学习行为主要表现在课堂出勤率和课外作业完成质量等方面，

结果显示，学生整体出勤率不高，课外学习兴趣不浓。无论是逃

课还是课余时间，多数学生表示时间的度过方式为“上网”“宿

舍休息”“逛街”等，也有部分学生表示“外出打工”与“图书

馆上自习”。这体现出学生行为的多元化，呈现出很大的分歧。

（六）学生学习方法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该校大学生在学习计划、学习流程、学习方

式等方面表现不好，只有不到 18% 的学生表示有明确的学习计划，

超过 67% 大学生表示“只是在考试时才有学习计划”。从学习流

程看，“不预习→上课→复习”“不预习→上课→不复习”“预

习→上课→复习”等几种学习流程的学生比例相似，但总体来看，

“不预习”的学生占有很大比例。

三、学风管理对策的建议

（一）完善学风管理制度，保障学风管理成效

在制度建设方面，民办高校可以先对学生的学习基本情况进

行了解，对于那些学习能力不强、基础较差以及自律性不强的特

点，有针对性的建章立制，以通过制度的方式来规范学生的不良

学习习惯，从而更好的在全学校范围内形成较为良好的学风氛围。

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一方面要明确各项工作责任和

负责人，进行分级负责管理，权责明确、奖罚分明，从而营造良

好的学风管理氛围，可以将各种学风管理项目赋予不同的分数，

从而与任课教师、辅导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绩效挂钩，以增强

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另一方面要强化考风考纪管理，切

实保证学校考试的公平公正，要在考前向学生说明考试的严肃性，

要求学生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每一次考试，坚决打击违反考场纪

律的各项行为，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于违反考风考纪的学生给予

严肃处理，从而给民办高校各位学生以强大的震慑力，营造良好

的考试氛围，以点带面，促进学风根本好转。

（二）加强和改进学风管理队伍建设

在民办高校学风管理的实践中，专任教师、辅导员以及学生

干部管理队伍，都是学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质量的提升

能够直接关系到整个学风建设的最终效果，也能够体现一所民办

高校在教学过程中的整体实力。民办高校应当在注重教师基本能

力的同时，更为关注师资队伍建设，要不断的引进优秀教师以优

化调整教师整体结构，发挥教师在民办高校学风管理中的重要作

用，使得教风与学风都能够得到有效提升。同时，辅导员队伍要

基于日常的沟通交流、旁听课程、寝室走访、关心生活等方式，

及时的发现学生在学习方面所出现的不良问题，更好的了解学生

的各项基本情况，及时掌握学生的基本动态，并以此为依据制定

相对完善的制度与考评体系，及时扭转学生的不良学习态度，从

而形成良好的学习行为和学习习惯。同时学生干部队伍，更是要

形成学生中的榜样力量，同时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

加强党团组织建设，发挥党团组织、社团等在大学生学风建设中

的作用，，促使在校学生自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三）搭建学风管理平台，营造良好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的营造应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满足学生的基本需求

为根本出发点，要让学生能够参与进来，通过开展多种方式的学

习活动和育人工作，创新工作内容，全面开展校园精神文明建设，

用良好的学习环境影响人、感染人、激励人，其核心内容在于突

出校园本身所具有的精神与文明特征。温州商学院在这一方面采

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不仅通过组织各年级学生开展不同形

式的社团活动，在活动中加强交流和学习，如学术圆桌座谈、学

生感兴趣的选修课和专业讲座、形成各种形式的兴趣小组等。同

时在活动设计方面注重培养学生自我学习和集中研讨能力，能够

让学生在活动的过程中按照自身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

学习，培养兴趣与学习知识两不误。开展优良学风班的建设，推

进对优秀学生的引导和宣传，强化碰杯教育。通过构建学生帮扶

中心平台，促进积极推进党员教师和学业困难学生的帮扶，促进

校园学习氛围。

（四）加强系统性生涯规划和学业帮扶机制

生涯规划和目标教育的革新也是民办高校进行学风管理的重

要内容，这主要体现在通过开展多样化的社会活动，为在校大学

生提供广泛的参与机会，从这些机会中使得大学生真正认识到自

身的兴趣和目标所在，从而更为有针对性的学习，学习效果会有

较大的提升，学风建设也会自然而然得以提升。同时加强学业帮

扶机制，通过教师、学生的对接模式，结合年级学风差异制定合

理的策略，比如大一学生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毕业生注重就

业指导，积极开展实践和学习，锻炼学生适应工作的能力，强化

系统性生涯规划。由学校学生事务部总体牵头，拟定新生始业教

育和毕业生教育指导性方案，要求二级学院院长、书记根据学校

的总体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各二级学院专业特色以及育人品牌，

制定相应的新生和毕业生教育方案。学风教育要从新生刚刚踏入

学校之时便开始，切实做好新生入学学风教育工作，加快学生对

于各项专业知识和内容的理解，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

积极性，制定更为清晰的学习规划，将自己的学习态度扭转好，

从而有效的缓解学习积极性较差、主动性不够的问题，全面的抑

制浮躁的校园学习氛围，形成较为正确的是非观念和学习观念。

同时针对在校最后一年的学生，积极开展围绕毕业生综合素质提

升、就业问题为核心的教育方案，巩固大四学生离校前的学风管

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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