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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测试对高职院校学员学习动力影响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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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问卷调查、座谈等方式，研究了高职院校学员学习现状，分析了导致学员学习产生倦怠的影响因素，进而从分阶段测试

基本情况介绍出发，结合分阶段测试的实践情况，阐明了其在改善学员学习倦怠、激发学员学习动力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分阶

段测试的成功运用，为促进学员学习动力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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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强国之根本、兴邦之大计。人才是时代发展的动力，

国家的建设离不开人才的参与，一个国家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

才的竞争，一个国家人才的质量与数量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科学技

术水平，优秀人才已经成为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因此，激发高职

院校学员学习动力，对院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高职院校学员的学习动力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

（一）学员学习现状分析

1. 部分学员学习目标不够清晰

经调查发现，部分学员对自己未来岗位认识不清楚，导致没

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对于自己学习是要做什么，学习以后有什么

作用认识不清。这部分学员在学习中表现为缺乏学习的积极性主

动性，在学习中很少有自主学习的行为。

2. 个别学员学习态度不够端正

学习态度是指学习者对于学习的价值判断，学习者认为学习

具有巨大价值则会对学习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则产生消极影

响。对于高职院校学员，一些客观或者主观原因影响着他们的学

习态度。部分学员来校学习仅仅是为了提升学历，在学校来混一

张文凭。因此，在学习中他们对于知识的追求热情较低，对于考

试看的也很淡薄，每次考试不求有突出的表现，只求“及格万岁”，

因此在学习上没有过多追求；还有部分学员不会学习，没有掌握

高效可行的学习方法，过度依赖于考前突击背诵，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学员学习态度。

3. 学员学习信心普遍不够充足

学员的来源不同使得学员在学习基础上有较大的差异。一方

面在入学之前，学员在接受教育的程度上存在差别。以近几年的

高职院校学员的学历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高中学历，学习基础

比较薄弱，导致部分学员学习信心不足，在接受新知识方面的速

度较慢，学习能力有待提高，容易产生自我贬低情绪，无法自信

地坚持自我，无法体会到学习成就感和愉悦感，长此以往，学员

学习信心将会受挫，动力会越来越不足，对学员学习效果影响比

较明显。

（二）学习动力影响因素

1. 文化基础薄弱，学习能力不足

通过调研分析，学员文化基础较为薄弱，入校后各课程教学

内容学员难以理解和把握，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学员的学习效率，

难以获得较好的学习体验。纵使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较高，久而

久之，也会衍生出学习压力大、学习动力不足问题，最终难免产

生消极、懈怠的学习态度，影响到学习动力，导致学习成就感缺乏。

2. 学习兴趣缺失，学习毅力不足

学校要求教员上课“三有课堂”之一的“有兴趣”，是从教

学层面来提高课程的吸引力，但对学员来说，兴趣是他们的一种

带有感情色彩的认识倾向，只要自身主动对学习感兴趣，就可以

有效维持较长的学习时间。但从调研情况来看，只有三分之一的

学员对学习“有浓厚的学习兴趣”，三分之一的学员“有一定的

学习兴趣”，其余的学员“基本没有学习兴趣”或“完全没有学

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教师”，而学员在学习兴趣上分化比

较严重，部分学员学习兴趣缺失，这自然而然地影响学习积极性。

另一方面，学习是件辛苦的事情，需要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学员

要学好专业知识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虽然大部分学员表示“我

学习很努力，能完成学习任务”或“我学习比较努力，基本能完

成学习任务”，但遇到枯燥、晦涩难懂的知识内容时，就表示“宁

可到战场冲锋陷阵，不惜流血牺牲”，不愿学习“烧脑”的课程，

缺乏坚强的学习毅力。

3. 教学手段单一，学习效力不足

教员所教授的知识对于部分学员来讲过于艰涩难懂，教学过

程中教员必需能够结合学员学情，采取多样化教学手段，提高学

员学习效力。但从目前情况来看，通过信息化等手段开展教学的

人员相对较少，大部分教员还相对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方法，部分

学员学习积极性难以调动，长此以往，学员学习主动性会大打折扣。

二、分阶段测试实施策略

（一）分阶段测试的基本理论依据

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讲人类需求像

阶梯一样由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需求系统，分别是：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分阶段

测试着眼于使学员在测试中获得尊重的需求，即包括对成就或自

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 

2. 即时反馈：人的本性里都有渴望被关注、被理解的需求，

即时反馈其实就是满足了这种需求。分阶段测试通过较短的反馈

周期，使学员能够在付出努力后及时得到强刺激和即时反馈，有

利于提升学员学习积极性。 

3. 沉没成本：沉没成本的本质是使人们舍不得理性的放弃。

分阶段测试的晋级制度，使得学员在“沉没成本效应”下继续坚

持在学习中付出时间和精力，从而激发学习的积极性。

（二）分阶段测试的含义及实施过程

分阶段测试是我校教员针对高职院校学员基础不同所采取的

一种针对性的考核评价办法，通过分阶段的测试让学员进行不同

步调的学习。当学员达到一个阶段目标就能成功晋级，通过这种

分段评价的方式，有利于学员掌握学习内容，有效避免学员为一

个合格分数而对学习敷衍了事的现象，同时也通过分阶段测试实

现教学双边互动，能够大幅提高学员学习兴趣。

在分阶段测试中，首先，合理地将每期的学习内容分为 A、B、

C、D、E 五个等级，这其中 C、D、E 三级为基础等级，考试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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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较低，每次考试的内容有 80％的内容来源于划定的范围，通

过首次降低考试难度的方式让学员在考试中获得成就感。其次，

在下一次考试时，如果学员能够达到 80 分就成功晋级到下一级，

如果未达到 80 分也可参加补考，而针对部分学员学习不认真、态

度不端正的学员，并企图用补考方式蒙混过关的现象，也采取了

相应的措施，例如针对初次考试不过的学员，补考的考试内容会

有 20％的变动，并且要求学员加班学习。如此以此类推，通过每

次考试提升学习等级，而且等级越高所考试的内容就会相对较难，

A、B 两级是分层中对于学习能力要求较高的两级，其中 B 级较于

A 级来说题目相对容易，A 级最难，在这一等级将不再规划范围。

最后，在每一阶段考核结束后，都会及时公布学员所处等级，反

馈给教员，让教员和学员都能及时了解学习状况，教员能够根据

学员考核情况适时调整教学方法，学员能够认清自我定位，提升

学习兴趣。

三、分阶段测试实施效能

（一）以金字塔式晋升渠道全程营造竞争氛围

经过一个期班的实践表明，通过努力第一次就能合格通过的

学员在班级内占比 70％，部分未能通过的学员通过努力就能达到，

从 E 级到 C 级经过一段努力都能达到，到达 B 级的则大概只有

30% 的学员。但是，由于 A 级对于学员的个人能力以及知识的拓

展要求较高，最终能够达到 A 级的只有少数学员，因此，对于大

部分学员来说是到 A 级比较困难的，整体晋升犹如金字塔，从刚

开始所有学员均在塔底，进而一步步往上攀登，但受于个人学习

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真正到塔顶的则只有少数。

通过分阶段测试的实施，不仅能满足学员的学习要求，让学

员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成就感，激发学习的兴趣；也能让学员

在一次次的晋级考试中体会到游戏中竞技的趣味性，提高学员学

习的兴趣，激发学员的求知欲。

（二）以外力激发内驱力发挥学员主观能动性

学习动力是学员自觉主动参与到学习环节的关键，是学员能

够发自内心体会到学习乐趣的前提，是学员积极收集资料、分析

问题以及调用各种知识来解决问题的内在基础。理解学习动力效

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根据外在作用，效能和实际

达到效果之间的密切关系来判断。二是根据内在层面进行理解，

效能与实现目标之间的相互关联。相较于效率和效果，效能更为

关注长期稳定地发挥功效，研究学习动力可以对内在能力和品质

产生正向关联作用。

通过分阶段测试制度的运用，对比学员入学之初到学有所

成时的心态，能够明显发现，学员身上以前“及格万岁”的消

极状况有所改变，学习态度得到了极大改观；同时，通过分级

晋升，也在学员间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

学员以往上课沉闷的氛围有所改变，不少的学员开始积极发问，

自主开始学习知识，学习目的开始明晰，课下也开始放下手中

的游戏用知识来充实自己。经分析发现，学员产生较大变化的

原因是因为分阶段测试是从外在的作用入手，让学员在一次次

的晋级考试中感受到考试的快乐，体会到成就感，让他们坚信

自己通过努力就能取得成功，从而消除了学员由最初在学业上

体会到的挫折感而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晋级考试中所体验到

的成就感将推动学员一次次努力达到成功。成就感是推动每个

人努力完成事物的内在动力，在晋级考试中所体会到的成就感

将逐渐转化为内在的学习动力，从而促使学员转变学习态度，

开始主动积极学习。

（三）科学设置考核内容增强学员学习成就感

分阶段测试的实施取决于对学员学情实际的掌握程度，要想

通过这种晋级考核给学员带来成就感，对考核内容也提出了要求。

在每次考试之前，考核内容要在教员和课代表的沟通之下确定，

试卷的内容设置是根据学员能力水平决定的，既不能低于学员的

能力让他们觉得太容易，也不能太过高于学员的能力水平，导致

他们努力后仍不能达到合格标准。这一确定的方式方法符合了教

育学心理中的“跳一跳，摘个桃”的原则，让学员通过努力后获

得的成功，更加能够增加他们的成就感。

总体看来，分阶段测试制度是对以往枯燥乏味教学形式的补

充，以往学员对于教育教学内容不感兴趣主要原因是学员在学习

过程中缺乏竞争性、趣味性，无法吸引学员的兴趣，而分阶段测

试下的晋级制度合理的弥补了这一缺陷，在一次次的晋级中能激

发学员的竞争性，从而促使学员更加努力的学习。同时，晋级制

度中的奖惩机制也弥补了以往制度中的缺失，形成了合理的激励

制度，也起到了督促学员学习，在学员间形成浓厚学习氛围的作用。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通过分阶段晋级考

试中不同层次学员获得的成功，在学员队伍内形成了良好的学习

氛围，引领学员不断努力。而学员学习氛围的改善必将促进学员

整体学习质量提高，以点带面，进而使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得到大

幅改观，实现学员素质的不断提升。分阶段晋级考试不仅符合学

员的发展需求，也符合了国家及社会所倡导的分层教学，让不同

能力的学员都能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为提升学员培

训质量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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