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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院专升本学生不良行为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为例

田德帮 桂雪娟 卢 璇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0）

【摘 要】 近年来，独立学院逐步开始招收“专升本”学生。以笔者所在的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为例，截至2020
年8月底，招收的专升本学生达6000余人。他们具有独立学院学生的许多共同特点，也具有与其他学生
所不同的特征。对这一群体在独立学院中的行为习惯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不良行为习惯进行研究和探索，
有助于独立学院的老师和专兼职辅导员采取适当的引导措施，因材施教，促进其成长成才。本文将结合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的实际情况，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所得到的数据及公开的数据为依据，厘
清目前专升本学生的不良行为现状，并针对这些行为和现状提出解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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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不良行为现状

2.1 学习方面
考试作弊情况：0.76%的学生有经常作弊的习惯，

20.42%的学生想过要作弊，71.1%的学生没有考试作弊
的想法。上课迟到情况：1.36%的学生经常有上课迟到
的习惯，36.64%的学生偶尔有，63.99%的学生没有过
迟到情况。旷课情况：0.76%的学生经常有旷课的习惯，
18%的学生偶尔有，81.24%的学生没有旷课的习惯。花
钱请人代替上课情况：2.87%的学生偶尔有花钱请人上
课的习惯，97.13%的学生没有这一习惯。上课玩手机、
吃东西情况：4.24%的学生经常有上课玩手机吃东西的
习惯，54.46%的学生偶尔有，41.3%的学生没有玩手机
的、吃东西的习惯。

2.2 生活方面
晚归情况：14.07%的学生存在偶尔晚归，85.39%

的学生不存在晚归的习惯。酗酒情况：0.45%的学生存
在经常酗酒的习惯，10.44%的学生偶尔有，89.11%的学
生不存在酗酒的习惯。外宿情况：0.45%的学生经常外
宿，19.97%的学生偶尔存在，79.58%的学生不存在外
宿习惯。

2.3 思想方面
学院专升本学生在校期间主要有以下不良行为表现：

在对待班级活动的问题上，有 1.51%表示从不参加，有
7.26%表示经常参加，有 21.63%表示仅仅是因为老师要
求所以才参加，有 69.59%表示平时都积极参加。在“你
是如何看待小集体？”问卷题目中，有 59.46%的学生认
为小集体是好朋友聚在一起，有 24.96%的学生认为小集
体影响了班级团结，有 15.58%的学生认为小集体影响了
班级管理。就目前学习状态而言，有 24.51%的学生表示
想努力学习并取得好成绩，有 53.56%的学生表示仅仅想
完成任务，有 1.51%表示不想学，有 20.42%的学生表示
想学习但是没有实际行动。有 92.59%的学生会将成绩告
诉家长，有 7.41%的学生不会将成绩告诉家长。在“您
关心学校的发展吗？”问卷题目中，有 64.45%的学生表
示关心学校的发展，有 27.23%的学生只关心涉及自身的

不良的行为习惯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目

前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专升本学生规模人数累计已达

6000余人，作为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者，必须重视这一
群体的整体文明素质，针对大学生表现出来的种种不文

明行为，应采取相应的教育管理措施，引导大学生健康

成长。

1  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

本次参与调查的学生人数为 661人，具体信息见
表 1。

表 1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不文明行为调查结果

项目 选项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144 21.79%
女 517 78.21%

年龄

18～20 34 5.14%
21～24 619 93.65%
25～27 8 1.21%

生活环境

大城市 19 2.87%
中小城市 135 20.42%
乡镇 118 17.85%
农村 389 58.85%

家庭经济水平

家庭经济较好 14 2.12%
家庭经济一般 404 61.12%
家庭经济困难 201 30.41%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42 6.35%

父母文化程度

小学 196 29.65%
初中 249 37.67%
高中 114 17.25%
专科 59 8.93%
本科 42 6.35%
硕士 1 0.15%
博士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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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有 2.72%的学生表示不关心学校发展。在“你在
大学以何种方式对待？”问卷题目中，有 1.97%的学生
表示尽情展现自我；有 54.31%的学生表示做自己喜欢的
事就好；有 19.67%的学生表示大学应该以学业为重，参
加有意义的活动；有 24.05%的学生表示开心最重要，走
一步看一步。

3  不良行为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3.1 家庭对学生的关心不够
通过调查数据显示，有 61%的家长没有详细过问过

学生的具体消费情况；有 55%的家长对学生的在校成绩
没有及时过问，都是学生主动向家长汇报。通过以上数

据足以得出结论，在学生上了大学后，尤其是从专科进

入本科之后家长的关心在逐步减弱。

3.2 学校自身存在的管理问题
如上所述，有 36%的学生偶尔有迟到的现象，则说

明学院的课堂考勤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宽松软的问题；

有 54%的学生存在上课玩手机、吃东西的情况，则说明
学院关于上课玩手机、吃东西的制度设计上是有待进一

步规范和改进的。

3.3 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
如上所述，有接近 3%的学生出钱请人上课，这一

点可以反映出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专升本的学生多少

受到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习气、思想、意识的影响。据

调查显示，有34%的学生是存在偶尔购买奢侈品行为的，
这说明专升本学生受社会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的影响比

例较高。另外，有 58%的学生有使用支付宝“花呗”消
费的行为，1%左右的学生欠“花呗”金额在 5000元以
上，这足以得出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专升本学生存在

超前消费行为的结论，且提醒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尤

其关注这 1%的学生。
3.4 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
据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自习

室占座行为的比例为 41%，有插队行为的为 26%，有说
脏话习惯的占 37%，个人卫生和形象方面顺其自然的占
17%，偶尔有打架行为的占 7%。以上数据都能说明不良
行为习惯和自身有很大的关系，需要教师在日常教育管

理中要给予重视。

4  解决措施

4.1 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离不开“理想信念”教育这

个“总开关”。高校肩负“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培养

的学生直接关乎社会的前途，国家的未来和命运。所以

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最根本的是解决“信”

什么的问题。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要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学习历史，主要是

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新中国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

近现代史以及校史等的学习。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青年

师生党员回信中强调：“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

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

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这一回信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学习的基本遵循，可以利用“主体团日、主题党

日”的时间来进行这些知识的学习，可以邀请校内外的

专家来开展讲座等方式进行学习。

第二，要借助互联网巩固理想信念教育的阵地。互

联网已经深入到大学生学习的各个方面，互联网已经是

目前大学生工作、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利用这点让学

生们能够随时随地地在网上开展学习。通过开展一些适

合大学生且喜闻乐见的活动，如举办网络知识竞答比赛；

参考支付宝的“运动”功能，设计在网上重走长征路等，

不断增强学习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另外，传统的思

政课主渠道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功能依然不能偏废，

还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

第三，要积极鼓励大学生加入到党组织中来。中国

共产党用近百年的历史，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这与它的先进性是密不可分的。而要筑牢学生的理

想信念之魂，引导他们加入党组织中来是比较行之有效

的办法。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能进一步学习党的先进理论

和知识，可以进一步武装头脑。党的先进理论和知识指

导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

第四，要和学生讲清楚学习、生活和“中国梦”的

实现是密不可分的，要树立高远的、为人民服务的志向。

目前专升本的学生，在将来工作生活的三十年里，恰恰

和既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在 21世纪中叶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是相向而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现在

的奋斗，将来的工作必将融入国家的大战略大方针中去，

最黄金的三十年也必将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的

三十年。树立起这样的大局意识后，将非常有利于理想

信念的培育。

4.2 进一步加强学院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建设
一方面，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高校要求依

章程办学，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尤其是专升本学生，

认真学习学院的规章制度和各学院制定的《学生手册》

中的相关规定，尤其是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以及学籍管理

规定，时刻树立规矩意识，争做新时代合格的大学生。

与此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出台一系列的管理

制度，做到管理不留死角，不留漏洞。同时出台的政策

要结合新时代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和问卷来看，目前

专升本的学生经历过大学生活，会将专科时候所具有的

一些不良行为习惯带到新的学校中，这就需要学生要适

应新的管理制度，养成新的良好习惯；同时需要学校针

对专升本学生新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班级管理

规定。从问卷中可以看出，一部分学生是存在旷课、早

退、迟到行为的，针对这些行为可以制定专门的规章制

度，严格要求。

制度制定后还要注意及时地进行修订和更新，因为

会有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是旧的制度所考虑不到、管辖

不到的。所以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修订补充，能更好地推

进管理工作，最终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4.3 进一步创新家校联系方式
首先要明确家校联系的必要性。作为学生家长，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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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地想了解学生在学校中各方面的表现，即学生的学习

情况，在学校的生活情况，学生的交友情况，学生的心

理健康状况、身体状况等。然而在实际情况中，从问卷

中可以看出，家长虽然迫切想了解到这些信息，但因为

沟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认为孩子已经成年可以把握

自己的人生，并不会去过问过多的问题。以笔者所在的

学院为例，在实际工作中家长主动与辅导员、班主任联

系的不到班级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十，大部分的情况其实

还是老师主动和家长联系。

其次是在灾后疫情时期，探索多样化的家校联系方

式是很有必要的。目前，我院主要的做法是给家长寄送

成绩单，给家长写一封信，在信中通报学生一学年学习

成绩或存在的一些违纪行为，并要求学生家长给学校写

一个收到信后的回执。此方法一直沿用多年，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我们也收到一些家长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但

是在疫情后，尤其是各种线上软件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之后，又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通过微信里的各种小

程序，以接龙的方式可以了解学生的体温、定位以及健

康状况；通过钉钉软件可以实现每天的考勤；通过腾讯

会议可以及时召开班会；通过腾讯群课堂可以实现老师

在线教学，学生互动；通过雨课堂可以在课堂上发红包、

批改作业。这些新媒介的出现，也要求结合实际，建立

和家长的新的沟通机制，让家长及时知晓学生在校的情

况，从而实现家校互通的管理目的。

4.4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
学生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
不良社会风气的腐蚀，有西方思潮对中国文化、价

值观的侵蚀，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学校教育存在短

板的问题。但是从问卷中可以看出现在的大学生总体对

主流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还

是较为认同和认可的。要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笔者认为

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要找准青年学生的心理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教

育。在问卷中学生们比较关心的还是和自己利益相关的

内容，以及与自己将来的就业相关的信息。所以在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时候就要牢固树立以学生为

本的理念。关注学生的现实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在新时代，还要积极适应社会

转型带来的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利益关系复

杂的现实问题，调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方式，

从注重统一意志向偏重协调个人关系转变，整合学生的

利益诉求，提高对学生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充分尊重

学生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要引导独立学院的学生从最原

始的物质利益诉求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利益诉求迈进，深

刻把握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

处理好眼下利益与长远利益、小我利益和大我利益的关

系。只有把学生关切的利益关系阐述好、处理好，才能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从而增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引导广大学生

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自觉行动。

二是找准新时代独立学院学生的思想共鸣点。当代

青年思想活跃，可塑性极强，作为大学生思政工作者，

要善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广大青年感兴趣的、容

易引起共鸣的、以及学生的创新创造紧密结合起来，积

极动员广大青年学生牢牢把握时代赋予的机遇，时刻保

持当代青年特有的创造活力和创业干劲，鼓励广大学生

利用“互联网 +”比赛、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在大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成就一番事业。激励

广大青年学生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动力，敢

闯敢试、敢想敢干，当先锋、涉险滩，在党和人民需要

时挺身而出、绝不当看客，以少年心气、青春锐气把想

法变成做法、把理想变成现实、把理论变成实践，在创

新创造中贡献自己独特的青春力量。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档口，我们新时代中

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任落在了我们培养的一

批又一批学生的肩膀上。为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对独立

学院专升本学生的行为习惯进行研究，尤其是针对存在

的不良行为习惯及时进行矫正，有助于独立学院的老师

和专兼职辅导员因材施教，促进其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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