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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

自主学习一直高校学风建设倡导的主旋律，如何培

养在校大学生的自学能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是当前

高校学风建设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也是提高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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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通过调研后疫情时代大学生

自我意识现状，根据自我意识呈现的特征结合高校的实

际情况，分析总结当前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进而提出提升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方法和

建议。

2、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通过图书馆和中国知网、万方数

据系统查阅有关自主学习能力相关研究的图书、文章及

政策、法规。

2.2.2 访谈法。与从事学风建设和学情分析的指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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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专家进行访谈，收集相关数据和信息。

2.2.3 问卷调查法。根据研究需要，发放大学生自觉

量表（The Self-Determination Scale）电子调研问卷。

2.2.4 数理统计法。对所得数据进行科学合理的统计

分析。

2.2.5 逻辑分析法。对问卷数据及访谈的结果内容进

行科学逻辑分析。

3、研究内容

3.1 调研对象信息分析

以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在校大一大二、大三年级学生

为调查对象，共回收电子问卷 1036 份，有效问卷 1036

分，有效率 100%。

本次调研属于抽样调查，按照随即原则抽取的，每

个样本被抽取的机会是均等的；其中大一 396 人，占比

38.22%；大二 458 人，占比 44.21%；大三 182 人，占比

17.57%，抽样性别和数据分布比例呈现正态分布，符合

调研抽样的要求。大学生的，各个专业、年级、性别也

都涉及，调查数量有可靠保证，能够比较真实反映后疫

情时代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现在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3.2 大学生自我意识现状研究分析

在自我决定理论中，学习动机趋于内化的首要问题

是自我意识的判断。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形式，指主

体对自身的意识。它包括对自身机体及其状态的意识，

对自己肢体活动状态的意识，对自己的思维、情感、意

志等心理活动的意识。自我观念、自我知觉、自我评价、

自我体验、自我监督和自我调节控制等是其重要的内容。

通过自我决定量表中的自我意识的数据收集，我们

可以分析当前大学生对自我认知的总体情况。

自我意识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的心理系统

或心理结构。按照不同的心理学派的标准，我们可以分

别从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调控三个角度来理解。

通过自我意识子量表的内容可以客观的反映出当前大学

生在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调控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通过计分方式和相应的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

1）大学生对自我情绪的调控较低。平均得分为 3.47

（满分 5 分），对情绪的调控和管理较弱。大学生在校期

间的生活学习要面临较多的压力，如学业压力、交际困

难、情感困惑、经济困难等问题，在处理各种问题中很

难较好的维持平衡，从而导致了大量的问题学生，在实

际的学生管理中也常常发现学生很难管理自己的情绪导

致的心理问题。

2）大学生在自我意识方面从自我认知、自我体验

到自我调控等程序得分是呈现上升趋势。大学生正处于

自我意识发展的黄金关键时期，其自我意识的发展出现

了许多新的特点。从对自我的态度认知可以看到，现代

的大学生看到更多的是自己的优势、优点。从一定意义

上说，显示了当代大学生的自信、积极向上的心理姿态。

但同时，过分看重自己的优势，而看不到自己的缺陷，

这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盲目自大、目中无人的心

理状态，而这是对学生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3）大学生由于自我评价与自我体验发展不平衡。高

估自我表现时，对待生活和学习事件有盲目抗拒心理，

有可能会出现非正常的处理问题方式，如思想极端、处

事武断等，进而导致心理异常等问题；低估自己的时候，

如果面对生活和学习压力时，自卑感会加大，进而出现

焦虑和紧张，倾向于自我否定。说明大学生在自我控制

方面更需要注意三种自我结构因素由不平衡向平衡发展。

3.3 大学生自我感知现状研究分析

自我意识中的感知选择性是知觉特性的一种。主要

体现在个体对作用与感觉器官的刺激信息有意或无意的

进行选择和加工，而且受刺激物的物理特性、知觉主体

的态度、兴趣、期望和知识经验等因素的影响。

当代大学生在高校校园中的生活和学习，面对不同

的信息刺激所产生的反映差别较大。通过自我决定理论

量表中的感知选择子量表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当前大

学生对学习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得出以下数据：

1）感知选择较自我意识平均水平相比低一些，平均

分都在 3.75（满分 5 分）以下，但比例跳动大，折线图比

例分布不均匀，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在处理各

种学习生活事务中，受较多主观、客观的因素影响。

2）大学生对事物的接收呈现较多的被动接受；在

校期间的生活和学习目标缺乏规划，过多从事于繁琐的、

无意义的活动，如网游。

3）在感知选择子量表均分折线图中，在“我选择做

我必须要做的事”选择上平均分在 3.7 至 3.75 之间，分值

最高，说明大学生在对必须做的事情上感知选择还是比

较强烈的；“我做我所做的是因为我必须要做”和“我经

常做我没有选择的事”的平均分在 3.5 至 3.55 之间，相对

较低，表明大学生在对必须做的事，或者感兴趣的事情，

行为都是有确定的目的性。

3.4 自主学习现状分析

自主学习能力体现的主要指标之一是有无良好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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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计划并且能较好的执行。在调查中发现，仅有 20% 的

大学生有较为详细的自主学习计划，偶尔制定的占 73%，

从来没有制定计划的人占比最少，占 7%，整体呈现出后

疫情时代大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的主动性。

自主学习中较好的解决学习中的问题也是最为凸

显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调查中发现

有 84.14% 的比例的大学生依靠自己查阅网站、资料等

解决问题，其次是寻求同学、老师的帮助，选择比例

64.02%，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疫情影响导致的在线

学习促使大学生更多求助于网络成为大学生们自主学习

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

自主学习时间的安排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大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掌控程度。在调查中发现，大约一半的学生

每天有一定的学习时间，绝大多数的大学生经常在学习

和学生工作中有较大冲突，自主学习的热情不高。有三

分之一的大学生学习比较随意，基本上以学校的教学计

划为标准，没有合理地学习计划。

在调查访谈中也发现年级越高，大学生独自学习比

例越小、合作学习的比例越大，疫情期间，大部分学生

都是个人学习居多，自主学习的意愿和习惯在逐渐养成。

4、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大学生的自我体验敏感性较大，收到学习和生

活中的事件影响较大。青年时期，在学习和各项活动中

争强、好胜，一旦受挫和失败就会产生内疚和压抑的情

绪。成功与失败都会引起大学生强烈的情绪反应。

4.1.2 大学生在大学中面临的事情，如学习缺乏主动

性，但是对必须要做的事情有较强的目的性，在自主学

习能力方面，存在缺乏必要的学习计划、学习时间安排

较少，自主学习的主动性有待加强等问题。

4.2 建议

4.2.1 构建学习共同体。大学生在自我学习过程中，

如何让自我学习、伙伴间学习、师生导师式学习以及亲

子间学习等发挥较高效能是决定自主学习效果的主要因

素之一，在学习氛围营造中，要构建合适的、不同角色

参与的“学习共同体”帮助大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

发挥不同主体间的教育资源的聚合与优化，在自主学习

的不同环境中形成后疫情时代的学习成长“共同体”。

4.2.2 提升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为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提供了便利条件。后疫情时代提

高学生的信息素养也是学校教育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培养学生使用多元化信息技术手段的能力，二是培

养学生面对不同教育信息源自我判断、选择的能力，三

是培养学生高效使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能力，四是促进生

生间、师生间及学生与他者之间交换信息，共享教育资

源的能力等。

4.2.3 多元激发调动学生的学习内驱力。后疫情时

代，混合学习已经是常态化，教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充分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方法，如较为流行的微助教、

雨课堂、学习通等学习软件和学习平台与学生进行即

时互动吸引学生参与到在线教学中，同时也要充分的做

好专业解读和介绍，提升专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

转换为学习的内驱力，让学生由“要我学”变成“我要

学”，把对学习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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