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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风是高校的立校之基、发展之魂，亦是大学生学习风貌

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集中体现。高校作为向社会输送高等人才

的重要基地，其学风建设的成效关系到现代教育可持续发展，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管理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这样深情寄语年轻一代:“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

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

族就有希望”。培育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为实现中国梦的不

懈奋斗的青年大学生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校学风建设更是

重中之重。

1  高校学风建设目前存在问题

1.1 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差，自控能力弱

学生缺乏学习意识、不知学习意义，体会不到学习的重要性，

进入大学后目标不明确，缺乏学业生涯规划，状态迷茫。自认为

考上大学意味着轻松，每天浑浑噩噩；没有自我管理、自主学习

的习惯，无法适应大学学习模式和环境，从而产生学习意识薄弱。

对学习意义没有正确合理的认知，不知如何学，也不知为谁学，同

时学生家长在孩子自高中升入大学后，从“高压”变“零压”，学

生懈怠过度，在网络游戏众不能自拔[1]，被学业预警和退学的同

学近年来有增加趋势。

1.2课堂质量不高

“三全育人”要求没能扎实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探索还

不够充分[2]，与专业课程契合有待加强。高校教师因承担巨大

的教学任务和晋升压力，大部分学校的职称评审还是重科研、轻

教学，导致新进教师大部分精力放在科研上，投入教学的精力相

对减少，课堂内容枯燥，课堂教学内容更新过慢，设计不科学，上

课模式缺乏创新性和积极性，出现填鸭式的满堂灌。课堂互动少，

氛围差，难以启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不积极思考探索，课堂

甚至有时成了教师“独角戏，进而影响到学风的提升。

1.3规章制度浮于表面，基础管理力度不够

高校为打造优良的学习氛围，在学风建设方面出台了各项规

章制度，以指导和规范学校有条不紊的开展各项工作和促进学生

高效学习，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流于形式，在实践

上却难以落实。同时部分高校基础管理体系不完善，基础管理力

度不够，导致学校各项工作运行效率低下，从而使学生自我要求

标准降低，最终导致基础管理工作事倍功半[3]。

1.4大学生集体观念淡薄

当今社会大环境日新月异，网络的普及，各种思潮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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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观念交流碰撞，而大学生意识尚未完全成熟，正处于一个发

展阶段，很多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呈现多样化、差异化的特

点。由于大学生社会经验的缺乏，对事物的认知难有深刻的见解，

在这充满竞争的时代，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一个自我矛盾的阶段，

不能正确看待竞争与合作，很容易受名利的诱惑，疲于追逐个人

利益，助长“唯我主义”风气，形成恶性循环，导致缺乏集体荣

誉感。

2  改进和加强学风建设对策

2.1扎实有效的推进思想政治工作

高校要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做好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建立由上及下的学工管理机制，党政齐抓，全员参

与的全方位育人体系，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切实提高

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具体工作中要以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文明礼仪教育为基础，全面引领好当代大学生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综合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

时要充分调动辅导员，班主任和专业教师积极性，走进学生的学

习生活，实施精准思政，帮助学生答疑解惑，走出迷茫之困局，进

而端正学习态度，做好学涯规划，明确奋斗目标。

2.2加强基础管理，校风引领学风

高校可以建设课堂管理、家校联系、学业预警、学生出勤制

度。在考风考纪方面要制定严格的规范措施，配套宣传手段，严

肃考风考纪，杜绝考试作弊行为。例如在考试前召开考风考纪教

育大会、诚信考试主题教育班会、诚信考试签名等活动，同时认

真做好考试违纪学生的处理和教育工作。并与评奖评优等与学生

切实利益有关事项挂钩，使学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为

优良学风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加强校风建设，与学风建设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可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如师生

互动，学长学姐学习经验交流，优秀校友经验分享交流等；根据

专业特点合乎时宜的举办校级学科竞赛，搭建对接平台，鼓励支

持学生积极参与国家级、省级学科竞赛巩固所学知识，拓展实践

能力。

2.3做好榜样示范引领效应

学生榜样如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学习标兵等作为学风建设

的优秀宣传者、引导者、实践者，对于高校学风建设发挥不可低

估的示范引领作用[4]。高校要不断完善评优表彰制度，树立思

想觉悟高、品德高尚、品学兼优，在日常生活、学习等方面严格

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积极进取、奋发向上以及乐于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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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秀学生典型，挖掘他们的先进事迹，发挥优秀学生辐射带

动的力量，营造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弘扬进取之风，激发学

生内生学习动力。

2.4打造“金课”，以教促学

教与学是分不开的，课堂教学精彩与否，直接影响到学生的

学习态度以及听课投入程度。高校教师要与时俱进提升自己的人

格魅力、对课堂的引领力以及理论供给力。在整个对学生的教育

过程中，教师的人格魅力发挥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拥有渊博

的学识、独特的见解无疑会吸引和影响到学生。教师作为学生专

业知识学习的传授者，要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持之以恒的深入钻研，

合乎时宜的开展理论研究，切实提高“理论供给力”，科研教学做

到相辅相成。

高校教师在课堂上还要不断提升引领力，深入浅出、旁征博

引，将建国以来国家取得各项成就、爱国事迹、时事热点和所授

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打造“课程思政”。同时要加强课堂管理，对

不在听课状态的学生伸出援助之手，一个微小举动都可能对学生

的一生有促进作用。教师还应该多与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

帮助学生找到高效的学习方法。这些都是打造“金课”教师应该

必备的素质。

3  结束语

高校学风建设要在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大的背景下，根据各自

学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根据自身特色

进行加强和完善，不断对学风建设路径进行改革与创新，构建

学生、教师和学校三级合力助推机制[5]，发挥协同育人的功能，

营造优良的学风。

参考文献：

[1]周海燕.新形势下高校辅导员对学风建设工作的思考[J].

科教导刊旬刊,2011,(4):162-163.

[2]朱艳华.辅导员进行学风建设的策略探析[J].山西青年,

2020,(14):269.

[3]孙珍辉,高秀丽.浅谈新时代高校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建

议[J].青春岁月,2020,(17):165.

[4]冯飞.学生榜样在高校学风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研究

[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8,31(23):56-58.

[5]朱司甲.高校学风建设路径创新研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

院学报2020,33(20):9-10.

作者简介：

马鹏(1986-),男，江苏宿迁人，工程师，硕士；研究方

向：高校学生工作。


	正文_86.pdf
	正文_87.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