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4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6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引言

一、近年来，对学业幸福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多集
中于中学生（马颖，2 0 0 5 ）或更高层次的研究生（徐娜，

2020），对于地方师范生的学业幸福感研究缺少。学者指出学

业幸福感与个体的效能感息息相关，值得关注（宋灵清，
2010）。学业幸福感地方师范生作为未来教育的领航者，是社

会关注的特殊群体，其学业幸福感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教

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因此，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对地方师
范生的学业幸福感进行分析，为师范生学业幸福感的合理调节，

良好学业幸福感的获得提供有效建议。

学业幸福感是指相对主观的个体心理感受，是学生依据自己
的主观标准，对学习的整体情况作出具体评价，在此评价下，

个体能够获得自信、积极应对学习压力。

1　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抽取山西省某高校师范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600份,收回522份,其中有效问卷486份,无效问卷36份,有效问
卷占 81%。

1.2研究工具

采用高俊杰的《学业幸福感问卷》。问卷的分半信度为0.
891，克隆巴赫a系数为0.880，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信度，同时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

1.3统计方法
用统计软件SPSS 1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研究结果
 性别差异

家庭氛围是否和谐的差异

3　分析与讨论

从总体特征分析得出，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的学业幸福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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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2.83，得分低于理论中值（3.5分）。从各个维度来看，得分

由高到低依次为：情感幸福、品质幸福、认知幸福、成长幸福。表
明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的学业幸福感低于一般水平。原因可能是：

一方面，当下多数大学生学习不勤于进取，以被动学习为主，自

主学习时间少，学习自我效能感水平低下；自我控制能力较差，没
有清晰明确的学习目标，上课玩手机现象严重，专业知识及课外

知识面掌握欠缺，无法从学习中发掘到自己的潜能，从而提升自

己各方面的能力，体验到学业中的幸福感。另一方面，随着就业
竞争更加激烈，社会压力加大及学习负担的加重，激起大学生焦

虑、紧张的负面情绪，许多大学生厌倦逃避学习，对学习渐失兴

趣，自信心不足，体验不到成就感与满足感，各方面需要得不到
满足，致使学业幸福感水平低下。

从家庭氛围是否和谐得出，大学生的学业幸福感及认知幸福、

情感幸福维度在家庭氛围是否和谐上的差异显著(p<0.05)，家庭
氛围和谐的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家庭氛围不和谐的大学生得分。

大学生的学业幸福感在成长幸福、品质幸福维度上的差异不显著

(p>0.05)。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下，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以及学业
关注程度较高，当孩子在学业上取得进步时，能够及时给予鼓励、

进行适度的物质奖励，孩子容易形成对自身能力的认同肯定、从

学习中取得满足感与幸福感，同时体验到父母的情感与物质支持，
形成较强的应对困难的信心，心理健康水平逐步提高。

4　教育建议与对策

根据研究所示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学业幸福感的特点及其现
状水平，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学业幸福感进行干预，希望能够

为提高大学生的学业幸福感提供一些帮助。

第一，调整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的原有认知，提高其学业幸
福感。

学业幸福感的组成成分之一是认知幸福，指个体对自己有关

学习方面的偏主观性的评价，评价水平的高低决定个体对自己学
业的满意程度，受家庭、学校、社会影响很大。学校应该在发展

本校特色、重点专业的同时，兼顾弱势专业的发展，改变其“专

业无用论”的认知，引进更多优秀的教资力量，要重点关注专业
被调剂大学生的学业幸福感水平，帮助他们分析现有专业的就业

前景与存在价值，多为他们举办一些与本专业密切联系的发明制

作、创新设计等比赛活动，满足他们自我实现的需求，提高他们
的自信水平，让其从学习中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与满足感。

就家庭而言，研究结果表明和谐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培养地方

师范学院大学生的学业幸福感，因而，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应该
努力为孩子在家里面创造良好、舒适的学习氛围，并采取合适

的教养方式，关注孩子的内心成长世界，当孩子考试失利时，

不能一味地谴责、打骂孩子，为防止他们产生厌学、自卑、无
助等负面学业情绪，应该及时给予他们情感上的鼓励与支持，

引导孩子正确看待暂时的挫折，帮助其改变以往对自己的不正确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认知幸福 1 5 2.77 0.86

情感幸福 1 6 3.39 0.9

成长幸福 1 5.17 2.61 0.82

品质幸福 1 5.67 2.83 0.92

学业幸福感 1.18 4.88 2.83 0.7

是（M±SD） 否（M±SD） t p

认知幸福 3.29±0.94 2.74±0.85 -3.11 0.002

情感幸福 3.68±0.59 3.38±0.92 -2.415 0.022

成长幸福 2.85±0.76 2.60±0.82 -1.513 0.131

品质幸福 3.13±0.82 2.82±0.93 -1.676 0.094

学业幸福感 3.18±0.65 2.81±0.70 -2.519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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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如既有显性生涯教育活动课程，又有隐性的走向世界社

会实践课程；既有让高中生必须努力学习的综合技术课程，也

有一个适合个性化服务发展的选修单科性课程”。申仁洪在高中

新课程的职业发展特点中指出，高中阶段的职业发展任务和重点

可以通过两种模式来实现：第一，将其纳入学习领域、学科和

课程模块，使之与学术课程相结合幵：课程主要以班级或小组

的形式教授和管理。

从以往研究中我们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有相对完善的生

涯教育体系，会依据不同学段的学生，设定相匹配适合的发展

目标。在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会制定相应可实施的课程方案，并

且已经大力投入到实践中。相较而言，我国的生涯规划教育起

步较晚，重视程度参差不齐，课程实施受到很多外界因素干

扰，并未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课程体系[9]。

3　研究展望

随着新高考改革方案的实施，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正成为学校

教育教学的“刚需”。我国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内容的设计要

以学生长远发展为目标去切入，注重学生生涯规划能力上的培

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重要基础。对于课程水平的

建设，无论是从国家、学校还是家长、老师或学生等个人层面

上，都需要重视这部分内容的培养，形成课程建设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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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借此能够切实提高大学生的满意程度，增强其学业幸

福感。

就学校而言，应该在发展本校特色、重点专业的同时，兼顾
弱势专业的发展，改变其“专业无用论”的认知，引进更多优秀

的教资力量，要重点关注专业被调剂大学生的学业幸福感水平，

帮助他们分析现有专业的就业前景与存在价值，多为他们举办一
些与本专业密切联系的发明制作、创新设计等比赛活动，满足他

们自我实现的需求，提高他们的自信水平，让其从学习中体验到

更多的幸福感与满足感。
就社会而言，为改变大学生认为参加社会实践只是一味地以

完成学校任务为目标的认知，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助力企业

单位的社会责任，让企业为大学生多提供一些实践的机会，支持
大学生能力的培养，努力去满足大学生自我实现的需求，使其体

会到自己所学知识给自己带来的优势，帮助其健康成长，加快其

社会化的进程，并对为大学生成长与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给予
评选与表彰。其次，设立大学生实践奖项，以其社会实践成果为

主，以大学生自评、团队互评、实践企业建议为辅，激发大学生

参与社会实践的主动性，鼓励其在社会实践中敢于突破自我，勇
于创新，为其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养积极情绪。

学业幸福感的提升，依赖于对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积极情绪
的培养，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大学生正确应对学业上的挫折，进

而获得更多学业幸福感的体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学校针对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与需求，组织各年级的交流讨论

会、心理健康辅导活动等。
总之，学业幸福感是一个动态的、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心理

量，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培养，而大学阶段是其学业

幸福感形成的特殊时期，因而应当重视地方师范院校大学生学业
幸福感的培养，从认知与情感两大方面入手，促进地方师范院

校大学生学业幸福感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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