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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的现状和优化机制的探索
姚彦欣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清远 511510 ）

摘要：本研究以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业预警问卷调查为出发点，

分析了学业预警存在周期长、指标单一、智能化低和认知模糊等

问题。针对存在问题，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指引下，建立“警

示预防 + 学业警示 + 学业帮扶”三位一体的学业预警机制，构建

“课程管理、班级管理、院系管理及学校管理”的网格化高职院

校学生学业预警体系。形成学校、教师和学生三方协同帮扶机制，

创建成绩帮扶、纪律帮扶和心理帮扶全方位的学业预警学生帮扶

体系，提升教学管理的现代化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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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了《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的

通知》（教技〔2018〕4 号）强调了“变革教学模式，改变传统

教育教学流程；重塑评价方式，跟踪监测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

基于数据的综合素质评价；提升治理水平，建立智力资源共享、

社会资源准入的监管评价机制”。同时，2018 年 4 月教育部配套

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通知》（教技〔2018〕6 号），

强调了“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全过程，推动改进教学、

优化管理、提升绩效。积极探索基于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的

智能学习效果记录、转移、交换、认证等有效方式，形成泛在化、

智能化学习体系，推进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

过程”。接着，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提出“构建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机制，建立更加科学

公正的考试评价制度，建立全过程、全方位人才培养质量反馈监

控体系。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

监测体系，推进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随后，2020 年教育

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

的通知》（教职成〔2020〕7 号），提出“提质培优、增值赋能、

以质图强，人才培养质量整体提升，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

代化水平和服务能力”。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强调：坚持科学有效，改进

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

由此可见，在职业教育在现代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背景下，

把“提质培优”任务作为开展高职院校教育管理工作基础，学业

预警作为高职院校“提质培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是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是将“人本主义”理论运用教育教学

管理中的重要方式，但是目前实施的学业预警存在“重预警，轻

帮扶”的问题，导致学业预警效果不甚理想。本文通过调查与分

析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的现状，优化改进学业预警的机制，服

务于高职院校教学管理的新发展格局。 

一、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高职学生的学业预警现状，掌握学生对学业预警

的熟悉情况，为优化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机制策略提供实证支撑。 

（一）研究对象

本项目研究对象是 2019 年大三年级的学生，让其填写《学生

学业监控和预警情况调查》问卷。并通过与学生的交谈发现，学

业预警主要是通过期末考试成绩来判断学生的学业状况，并以此

为依据发布预警通告。

（二）调查问卷效度和信度分析

运用 SPSS21.0 软件对调查问卷有效性和信度进行分析。本研

究调查问卷设计共有 10 道题：高职院校学生学业现状情况（5 题）；

高职院校学生对学业重视情况（5 题）两个维度分别分析效度

KMO 值和信度 Cronbach（克朗巴哈）α 系数值。本次调查问卷“高

职院校学生学业现状情况”效度 KMO 值为 0.645，“高职院校学

生对预警制度的认知情况”效度 KMO 值为 0.633，KMO 值均介于

0.6-0.7，说明此次调查问卷效度是可以接受的，具体见表 1；“高

职院校学生学业现状情况”信度 Cronbachα 系数值为 0.746，“高

高职院校学生对预警制度的认知情况”信度 Cronbachα 系数值为

0.718，Cronbachα 系数值均介于 0.7-0.8 之间，说明此次调查问

卷信度较好，具体见表 2；

表 1　效度分析

序号 调查问卷的涉及内容 问题数量（个） 样本数量（个） KMO 值

1 高职院校学生学业现状情况 5 64 0.645

2 高职院校学生对预警制度的认知情况 5 64 0.633

表 2　信度分析

序号 调查问卷的涉及内容 问题数量（个） 样本数量（个） Cronbach α 系数值

1 高职院校学生学业现状情况 5 64 0.746

2 高职院校学生对预警制度的认知情况 5 64 0.718

（三）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1. 高职院校学生学业现状情况

在高职院校学生学业现状情况的调查中，参加本次问卷调查

男学生占 70.3%，女学生占 29.7%。在高职院校学生补考和重修情

况的调查中，发现有 56.3% 的学生自入学以来没有补考，12.5%

的学生自入学以来补考 2 门。有 76.6% 的学生自入学以来没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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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有 3.1% 的学生自入学以来重修 3 门。说明高职院校的大部分

学生很重视学习的，但是对于补考 2 门以上和累积需要重修 3 门

的学生需要重点监测。87.5% 的学生认为网络教学平台的学习记

录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有 12.5% 的学生持有相反态度。

发现 89.1%的学生认为课堂学习情况能够真实反映学生学习情况，

有 10.9% 的学生却持有相反态度。说明“线上 + 线下”教学方式

能够作为学业预警的基本依据。

从上述分析可知，学生网络教学平台的学习记录、课堂的表

现情况、补考和重修情况作为学业预警的基础，及时发布学生的

学业预警通知，启动学业危机帮扶机制，尽量避免学生出现退学、

留级等学业危机。

2. 高职院校学生对学校预警制度认知情况

在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制度的调查中，发现有 68.8% 的学

生知道学业预警制度是学生手册的一部分，但仍有 31.2% 的学生

不清楚；有 70.3% 的学生发现学业风险时会努力学习，有 1.6% 的

学生呈现无所谓态度；有 31.5% 的学生了解学校纪律处分制度，

但有 68.5% 学生不了解。有 50% 的学生觉得能够方便掌握学业存

在的风险，但有 50% 的学生觉得不方便。有 59.4% 的学生希望发

布学业存在风险的程度，但是有 40.6% 的学生愿意不强烈。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新生入学时学业预警制度的宣传力度有

待提高，大部分学生非常重视学业存在的风险，单纯认为只要不

违反纪律和考试及格就不存在学业风险，部分学生对教务系统功

能不熟悉。

三、高职院校学业预警存在的问题

通过学生调查问卷分析，学业预警制度存在收到预警通知的

周期长、以学分为依据的预警制度指标单一、主要依靠教务管理

人员手动筛选的预警制度智能化低和学生对预警制度认知模糊等

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学业预警周期长

考试完成后，需要任课教师将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录入到教

务系统，管理人员在补考时才将需要补考的学生名单导出来，学

生收到学业预警基本都是在每个学期的补考揭短，这样学业预警

周期比较长，不利于学业困难学生动态监控。把人本主义运用在

教学管理中，学业预警制度是一个长期、复杂、动态的工作，应

贯穿高职院校三年学习的全过程。

（二）学业预警指标单一

现行学业预警制度多将必修课程学分、选修课程学分、第二

课堂学分等作为预警指标，然而很难将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

习行为、社会交往等影响学业的因素纳入预警指标。这种以学分

成绩为指标的单一预警导向，一方面学业困难的学生成为了学分

数少的代名词，另一方面预警制度将失去原有的功能。

（三）学业预警智能化低

预警制度作为高校现代化治理水平和能力的体现，然而教务

管理系统与学业预警却支离破碎，预警等级无法显示在使得教务

系统中，而是需要教务管理人员对学业预警信息进行筛选，并将

筛选结果发布给二级教学单位，学业预警涉及分管教学的副院长、

教务员、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等多位不同层级的人员，导

致预警工作智能化低，预警流程繁琐。

（四）学业预警认知模糊

学校需要加强学业预警的宣传，使学生学习学业预警制度，

加强学业危机意识，同时加强课堂纪律、学校规章制度专题学习，

避免学生产生学业危机。

四、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体系的优化

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指引下，建立“警示预防 + 学业警示

+ 学业帮扶”三位一体的学业预警机制，通过预警前期的预防、

中期的警示、后期的帮扶等三方面紧密衔接，力求取得更好的学

业预警效果。

（一）构建网格化的预警体系

从课程管理、班级管理、院系管理及学校管理等四个层面，

构建高职院校学生网格化学业预警体系。

1. 课程管理层面的预警 

课程预警由任课教师、班干部负责实施。可分为事前、事中

和事后三个阶段：一是事前课程学习预警。对全班学生进行集体

预警，通过说课让学生了解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

教学方法、学习方法、考核方式等，使学生对课程有整体了解和

认识。此外，还应通过问卷星对学生学情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学

生的学习习惯、学习行为、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内容，并找出重点

关注的学生，给予人文关怀，在思想让学生有归属感。二是课程

平时成绩预警。“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组织形式，网络教学

平台不仅记录了学生出勤、随堂测、抢答、选人、讨论等课堂表

现，同时可以记录课外的预习、课前作业、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

同时参考当学生出现旷课累计到 4 节、请假累计达到 8 节、扰乱

课堂秩序、带人上课等行为，发布课程平时成绩预警通知。通过

访谈方式了解学生课程学习存在的困难，以便于开展学生帮扶工

作。三是开展课程考核机制。开展课程考核机制，任课教师开展

三次期中考核，目的让学生了解存在考试作弊、缺课 1/3、缺考、

替考、代考等情况课程成绩记零分。此外，对通过三次期中考试，

很容易发现学业存在风险的学生，任课老师及时开展谈心谈话，

找出课程学习存在的问题，及时找到适合的学习方法，最大程度

避免补考。

2. 班级管理层面的预警 

班级预警采用成绩预警和纪律预警的“双元”预警制度。由

辅导员、教学秘书、班主任、任课教师和班干部等联合实施。在

班级预警层面，成绩预警包括平时成绩预警和期末成绩预警，辅

导员、班主任、班干部及时关注任课教师更新的平时成绩，对累

计 2 门平时成绩不及格的学生进行预警。期末考试结束后，班主

任对班级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与平时成绩不及格的学生进行匹配

分析，对于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进行成绩预警，3 门及以上成绩不

及格的学生，作为重点预警对象，提醒学生做好补考准备。纪律

预警内容包括：宿舍纪律、课堂纪律、其他纪律等。学生一学期“晚

归”一次，素质拓展成绩扣 2 分，并在全院宿舍区进行通报，“晚归”

累积两次，给予口头预警，累积三次及以上晚归，辅导员发布纪

律预警。当学生累积旷课达 8 节，辅导员应及时关注，累计达 16 节，

辅导员发出处分预警通知。纪律预警旨对学生进行警示，辅导员、

班主任、学生干部应重点去关注重点预警的对象。 

3. 院系层面的预警 

院系预警由院长、党支部书记、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教学秘书、

辅导员、班主任等组织实施。在经过班级成绩预警后，对预警没

有到达目标、学业问题如初的学生作为重点预警对象。院系在成

绩预警维度，每学期初各级学院应筛查学生课程成绩并进行成绩

预警。筛查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成绩，上学期

有 3 门及以上课程成绩不及格，累计有 5 门及以上课程成绩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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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发出成绩预警告知书；公共任意选修课成绩进行单独预警告知，

要求学生学期初实时自查公共任意选修课学分的获得情况，在毕

业前按学制要求修满公共任意选修课学分。各二级学院应将盖章

后的《成绩预警告知书》依次采用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

达等方式送达学生本人，并将成绩预警告知书的内容告知学生家

长或监护人。在经过班级纪律预警后，对于仍然存在旷课、迟到、

早退、扰乱课堂秩序、迟归宿舍等情况的学生，实行重点纪律预警。

4. 学校层面的预警 

学校预警由教务科研处、学工处、督导室和二级院系等负责

实施。成绩预警方面：每学期开学初，教务科研处核查一个学期

有 3 门及以上课程经补考后不及格的学生，各学期累计 5 门及以

上课程补考不及格学生，发出留级预警书。一个学期有 4 门及以

上课程经补考后不及格的学生，各学期累计 6 门及以上课程补考

不及格学生，重修后仍有 1 门不及格的学生，发出退学预警。纪

律预警方面：一学期旷课累计达到 10 节，给予“警告”预警，

旷课累计达到 11-20 节，给予“严重警告”预警，旷课累计达到

21-30 节，给予“记过”预警，旷课累计达到 31-50 节，给予“留

校察看”预警，累计达 51 节以上的，给予“开除学籍”预警。请

人代考一次、替他人代考一次，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或

其他器材作弊、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谋取利益，以及其他

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给予“开除学籍”预警。

 （二）构建协同的帮扶机制

基于“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时空育人”

的工作理念，构建学校、教师和学生三方协同帮扶机制，形成成

绩帮扶、纪律帮扶和心理帮扶全方位的学业预警学生帮扶体系，

提升学业预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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