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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职院校学生学风建设有关问题研究
毕成国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学风建设在高职院校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反

映了高职院校的教学理念，关乎着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实

现，是高职院校持续健康发展的源动力。随着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

目前高职院校不断扩招，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选择高职教育来实

现进一步深造，但由于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学生自控力和学习能

力较弱，导致高职院校学风不正的现象出现。本文对目前高职院

校学风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存在的不足，并结合自身的

教学实践提出改进方案，促进高职院校建设良好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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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的学风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影响着

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生活，对学生的成才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高

职院校作为我国技术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为我国经济建设输

送了大量的技术型人才，既解决了我国的就业问题，同时也推动

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可见，高职院校的学风建设对学生

个人、学校、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校学风建设的意义

（一）有助于高校思政工作的开展

高职学生学风表现的优劣对学校教育效果会产生巨大影响，

相比较而言，喜欢学习的学生学习自主性方面会优于其他同学，

他们会主动接受知识，而不是被动的强行灌输，进而使得教育的

效果能够得到增强。反之，不喜欢学习的学生则会完全跟随教师

的思路走，教育的效果往往也是差强人意，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所以，构建高职院校良好的学习风气是确保高校教育活动实效性

得以增强的前提。高职院校想要在校园中很好地开展思政工作，

就要求学生能够积极配合，但却会因为学生的思想水平与学习状

况受到极大限制。因此，学风状况对于学生思政工作会产生最为

直接的影响。从长远来说，注重学生良好风气的培养，将会推动

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开展。

（二）有助于培养国家专业人才

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雄厚的人才储备，方可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想要实现伟大复兴，犹如在田径场上进行

接力跑，每个人都要不断努力。放眼当下，国内外的社会发展形

势瞬息万变，所以新时期的青年就要奋力奔跑，才可以为后人奠

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资源的竞争，中

华民族的复兴更是需要依赖大量的高精端人才。高职院校学生作

为国家发展的储备人才，自然就成为了国家的人才资源。因此，

研究人员认为高职院校需要对现在的人才培养机制进行优化，尤

其是是思政工作，这样才可以让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加符合社会需

求。良好的学风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确保人才质量达到国

家要求。所以，高职院校要将学生学风建设作为日常的常态化工作，

为后续的工作提供保障。

二、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现状

（一）学生自身态度不端正

目前高职院校中学生普遍存在逃课问题，学生因为懒惰懈怠，

早上一、二节课的逃课率相对比较高，同时因为学生对公共选修

课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很多人认为其不重要，经常逃课。学生

步入高职院校学习以后，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同高中阶段有了很

大的改变，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加，没有人强制监督他们学习，

这就导致一部分学生因为自制力缺乏，自我放纵，不再刻苦学习，

沉迷于网络，荒废了学业。高职学生中很多是专业调剂过来的，

因此他们可能并不了解和喜欢自己目前所学的专业，在学习中没

有树立正确的思想，对专业学习缺乏兴趣和积极性。一些学生虽

然按时上课，但是在课堂上并不能够专心听讲，玩手机、睡觉、

打闹，学习效率非常低，出工不出力。学生的学习态度出了问题

很难形成良好的学风。

（二）缺乏专业思想教育力度

高职院校的辅导员具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知识，但

是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缺乏针对性，不能够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

进行专门的管理，因此缺乏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的能力。高

职院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一般都是在新生入校时通过讲座、报告等

方式开展，缺乏一贯性和持续性。短时期的思想教育不能够有效

地指导学生建立学习目标和学习规划，学生对专业方向和就业规

划缺乏清晰的认识，在学习目标不明确的情况下，学生难以形成

良好的学风。

（三）学校管理措施不够完善

目前高职院校都已经认识到了学风建设对于高职院校发展的

重要性，都在加强学风建设，但目前关于学风建设的相关管理措

施还不完善。学风建设缺乏特定的管理机构，导致管理方案缺乏

一致性、协调性。在管理工作中，有着工作职能划分不明确、工

作职责不清楚、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中，

专业课教师管理比较严，对考勤和课中学习监督要求比较严格，

但是公开课和选修课的考勤和监督比较松散，学生也缺乏足够的

重视，而且对于违反课堂纪律的学生也没有制定比较具体的处罚

措施。

三、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现状的原因

（一）家庭环境

现在的高职院校学生，很多都是在独生子女家庭长大，备受

宠爱，甚至是溺爱，这些一定程度上对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也

是高校进行学风建设中需要攻克的重要难题。现在的经济社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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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展，家长也努力给孩子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环境，希望可以

让其衣食无忧。但在此过程中，家长却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和精

神培养。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精神层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家

长也没有和孩子进行有效沟通，使得家庭问题不可避免。家长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成长期间承担着主要责任，需要留出

时间陪伴孩子成长，让孩子可以不走弯路。

（二）学校环境

第一，高职院校数量近几年始终在不断增加，这促使学校之

间开始了激烈竞争。为能够让学校的知名度得以提升，吸引更多

的学生，各个院校加强了评估项目参与，特别是科研项目的开发，

成为了教师向前发展的主要任务。学校在学风建设时，参与的人

员多为学生工作部门人员与辅导员，此方式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高

校学风建设的进程。

第二，教学模式滞后。国内的很多高校都是在新世纪开启后

进行的教育改革，部分高职院校的前身为中职学校。高职教育工

作始终在向前推进，各个院校的教学水平也有着很大的提升，不

过部分院校的教育理念还是不够先进，这与高校的教学发展是不

相符的。教师往往无法结合学生的兴趣、个性采取教学方式，这

使得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学生对于教学内容也难以产生兴趣。

（三）管理模式

很多高职院校现在对于学风建设已经越来越重视，却有很多

管理措施都不够细化和完善。学风建设并无特定的管理机构，每

个层级之间更是缺乏统一方案。从管理工作方面来看，因为高校

的分工尚不明确，所以部门之间都不想承担责任，导致互相推诿

的情况发生。根据学校实际情况来说，专业课教师的考勤相对较

为严格，不过公共课、选修课方面的考勤相对比较松散，学生态

度也会变得有些懒散。非必修课上逃课的学生并无有效的处罚措

施，无法遏制此类情况的发生。

四、高校学风建设的对策

（一）确立清晰的学习目标   

高职院校制定学风建设的规章制度时，首先需要明确学生的

定位，便于制定实施方案，让学生有更加清晰的学习目标，提升

学生自信心。高职院校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职业技术型的人才，

学校可以学以致用，吸收精华部分，将其和日常的学风建设工作

相联系。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掌握基础知识，还应该掌握

专业技能。教师则要立足于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计划，让学生

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能够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二）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第一，教师需要给予学生正确引导，使其转变传统的学习理念，

让其可以主动投入到学习之中。进入大学以后，部分学生的心态

放松了下来，学习意识有所削弱，学习的目的更多是因为教师的

逼迫或应付考试。对此，笔者认为教师应该让学生尝试转变自己

的学习态度，使其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也可将正面的例子带进

课堂，进一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逐渐形成自主学习的意识。

第二，创新教学理念，注入新鲜血液。无论哪个领域，创新

都是保证进步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枯燥乏味，

学生的思维意识很容易就会被限制，自身个性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师生交流的机会也很少。对现在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创新，能够

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其用更积极的心态投入学习，培养其创造力。

第三，不断提升学生学习能力。高职院校学生学习专业课的

过程中，通常都是将自己放在学习的被动位置，而且多是以自我

学习为中心，团队学习经验匮乏，所接触的知识面也相对狭隘，

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在此，笔者认为教师可以鼓励学生

进行团队合作，使其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取长补短，培养学生

合作交流、语言表达、人际交往的综合能力。

（三）发挥社团协会的作用

学校成立的社团与协会有较强的趣味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个人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社团或协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一般而言，学生参与到社团或协会的活动之后，主动性和积极性

更强。高职院校应该建立适当的社团保障机制，保证社团的健康

发展，鼓励学生加入到社团中来。同时，社团和协会具有较强的

针对性和专业性，学生要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学会将专业知识

与实际操作的灵活结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进一步培养专业兴趣。

社团和协会的建设必须规范化，为学生素质的提高服务。

五、结语

高校之所以可以持久稳定发展，具有良好的学风是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高职院校的学风建设尽管有困难存在，不过还是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学风建设具有长期性、系统性与困难性的特点，

为加强学校的学风建设，高职院校要持之以恒明确培养目标，制

定培养方案。只有建成良好学风，学生才能好好学习，长久受益。

参考文献：

[1] 程银 . 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党员在引领班级学风建设方面

的作用探析 [J]. 经济研究导刊，2021（02）：85-88.

[2] 刘永慧，张晗 . 从学生管理工作视角看手机依赖现象对高

校学风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J]. 山东教育（高教），2020（10）：

47-49.

[3] 丛川 . 高校辅导员工作中关于创新实践教育融入学风建设

的思考——以鲁东大学财务管理专业为例 [J]. 吉林教育，2020

（29）：40-41.

[4] 黄其河 . 辅导员在高校学风建设中的作用及对策研究——

以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为例 [J]. 山西能源学院学报，2020，33

（04）：28-30.

注：此课题题目《加强大学生学风建设有关问题研究》为吉

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高校思政研究专项课题，

课题编号：GS18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