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Vol. 2 No. 08 2020育人不倦

基于非正式学习的大学生学习自觉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南中医药大学生实证调查为例

胡　瑾

（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8）

摘要：基于非正式学习探究大学生学习自觉是大学生现实学习的需要。该论文以湖南中医药大学生的实证调查为例，探究大学生学

习自觉的影响因素。基于调查结果，不难发现，大学生学习自觉的培养首先应关注自我，让自我成为学习的主体，其次手机的依赖限制

了学习自觉的发生，最后强调同伴学习在学习自觉培养中的重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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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学习是基于大学生个体的自主学习，它不受时空限制

的一种学习方式。基于非正式学习的大学生学习自觉的探究在一

定程度上为我国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提供优质资源

的支持和保障，促进其健康发展，将更好营造社会学习氛围，同

时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创造更加和谐、有力的社会环境。

探究大学生的非正式学习的学习自觉行为及影响因素，可以

帮助大学生做到“随时、随地学习”，从而促进大学生个体的终

身教育的完善，充分体现我国人才战略内涵，更好地促进“以人

为本”和体现对大学生群体的人文关怀，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下学习的意义。因此，基于非正式学习，探究

大学生的学习自觉的影响因素意义重大。该论文在实践调查的基

础上，完成大学生学习自觉影响因素的剖析。

一、研究设计

该论文以质性研究的方式开展对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大学生学

习自觉的考察，具体涉及调查目的、受试者、调查方法、调查工

具及数据处理等。

（一）调查目的

本研究主要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对湖南中医药大学的本

科生的基于非正式学习的学习自觉进行实证探究，其目的是以质

性访谈的数据为例分析高校大学生当前的学习自觉的现状，以此

提出适合提升高校大学生学习自觉的教育路径。

（二）受试者

在此次调查中，共随机选取 20 名大二和大四的学生作为受试

者，其中大二学生 10名，大四学生 10名，男生 8名，女生 12名，

他们来自于护理学院及人文与管理学院。

（三）调查方法

受扎根理论的影响，质性研究在教育学领域被广泛使用。该

研究以质性研究为基础，实现与受试者的互动，同时，以大学生

非正式学习为主线，综合的视角考察其学习自觉的现状及影响因

素。该研究以访谈的方法获取大学生学习自觉的相关数据。一部

分学生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访谈，少数部分学生采用在线联络的

方式进行访谈。同时，数据收集不全时，会进行二次的深度访谈。

（四）调查工具

调查中，调查工具涉及访谈提纲及对访谈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的软件工具。首先，结合相关文献，自制了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

提纲涉及促进学习自觉的有利因素及阻碍学习自觉的不利因素等，

如“从个人角度，您认为影响学习自觉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影响

的？”其次，在访谈数据收集阶段，研究者主要利用录音笔记录

访谈内容，并利用软件F4对音频文件进行转写。在数据分析阶段，

主要利用软件 Nvivo11.0 将信息进行编码及整合。

（五）数据收集和整理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共对 20 位大学生进行了访谈。每次访谈

的时间约 30 分钟。访谈数据的收集工作是从 2020 年 9 月 10 日开

始至 11 月 20 日结束。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利用软件对已收集的

数据进行文字转写。为了保护受试者本人的信息隐私，对 20 位受

试者分配了编号。通过开放编码，从事的访谈材料中提取了有意

义的语句并将开放编码贯穿起来，利用主轴编码对其进行概括，

从而整理出更抽象的材料，以待进一步对其分析。

二、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对访谈材料的整合与分析，发现基于非正式学习影响大

学生学习自觉的因素呈现多样化特点。经过编码，将影响因素分

为促进学习自觉的有利因素和阻碍学习自觉的不利因素，其中，

这两类因素都可以从自我方面及环境方面进行归纳和分析。

从自我角度出发，有利于大学生学习自觉的因素包括对未来

的憧憬、积极的心理暗示及学习目标的设定等，同时，不利于大

学生学习自觉的因素有不良情绪、懒惰及缺少学习动机等。

在环境方面，大学生的良好学习自觉受到他人的影响，学习

成绩提升的鼓励及良好的学习氛围等，而手机的诱惑及缺少强硬

手段的监督等都迫使大学生不愿主动学习，缺少自觉学习的动力

等。具体如下图 1 所示。

受试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影响因素。在谈及促进学习自觉的有

利因素时，大部分同学谈到自我是学习自觉的主体，自觉地学习

主要依赖自我，其中 17 位大学生都谈到学习目标及学习规划制

定的重要性，如“我的学习自觉性来自对于未来的目标。一旦设

立了目标，这个目标便会督促我不断前行。”“目标，如果没有

定下目标，就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想做什么，就会影响学习自

觉。”“当我制定了学习计划，然后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小目标，

我会非常有成就感并愿意继续坚持下去，从而学习自觉得到提高。”

在目标的设定中，大部分大学生还倾向于长远目标的实现，

如对未来的憧憬。一些大学生强调“想毕业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一想到现在毕业找工作竞争大，就会督促自己去学习，不让自己

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此外，60% 的大学生强调学习兴趣培养在学习自觉中的重要

性，他们认为兴趣是动力，是促进自我学习的支撑点，如有的大

学生认为“学习自觉来自内心对英语专业学习的热爱，这种热爱

决定了我对专业的学习有着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没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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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去学，丢掉了时间还一无所获。”“我有学习的兴趣，所以

在课下，我就参加了一些学习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同学又相互

学习，让我更爱学习了。”

在自我因素方面，还有一些大学生认为对自我的正确认识，

自我提高，自我的积极的心理暗示，一些压力及身心健康都是促

进学习自觉的有利因素。

除了自我方面的影响之外，良好的环境也能促进学习自觉的

发生，如要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学习的环境，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如果所处的环境不好，自觉学习也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周

边学习氛围会影响到我学习自觉的培养和提高。”

周边的环境中，多数大学生提及身边的人对自己学习自觉有

很大的积极影响，如“寝室室友们每天努力学习，你一个人不可

能在桌子上玩儿，自己也会因为室友们的行为而努力学习，日积

月累，这种行为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学习自觉则自然而然培养起

来。”“课下的时候，同学要互相鼓励。学习是枯燥的，而且并

不是每个人的自我控制力都很强，因此在这枯燥乏味的路上需要

一个伙伴陪着，共同走下去。”

同时，少数大学生认为外在的学习成绩也会影响学习自觉的

发生，“学习自觉来自外在的一份满意的成绩……”相反，在强

调促进学习自觉的有利因素时，大学生也谈及了阻碍学习自觉的

因素，如大学生认为，自我的不良情绪，自我懒惰，缺少学习动

机等都在阻碍学习自觉的发生。

从外在因素来看，大学生认为手机的诱惑、缺少强硬手段的

监督、他人消极的影响及专业课程负担过重都会影响基于非正式

学习的学习自觉。不难发现，非正式学习影响大学生学习自觉的

因素多，但主要依赖于学习目标的制定、学习兴趣的培养等。因此，

如何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自觉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研究结果讨论

通过调查，不难发现，大学生能积极认可非正式学习，并强

调非正式学习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如何有效做到以自我为主体，

实现积极的非正式学习仍需要进一步探讨。经过调查结果分析，

大学生学习自觉的培养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关注自我，强化自我是学习的主体。非正式学习是不

受时空限制，具有内驱式的学习机制，它强调自身需要和情境驱使，

学习者自行组织学习内容，且具有生成性的特征。大学生的学习

自觉要依靠自我学习过程的管理，包括学习活动的选择、学习情

绪的调节等。应积极避免消极的学习情绪，应增强学习的控制力，

避免懒惰的发生，强化有目标的学习行为，以多种学习行为，如

自我学习、小组学习等实现积极学习心理与学习情境的交互。

其次，“泛在化”的手机依赖限制了学习自觉的发生。“互

联网 +”学习场域的来临，让大学生的生活限制于网络、手机。

大学生不愿涉入到校外进行博物馆、科技馆的学习，相反，他们

更愿意利用碎片时间追剧、聊天及打游戏等。长期如此，学习观

念建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呈现“偶然性、多变性、

不自觉性等特点”。因此，如何合情、合理使用手机是大学生在

学习道路上应面对的问题及挑战。

最后，同伴学习对学习自觉的重要性的重申。非正式学习强

调学习氛围的营造，尤其应关注共同体文化氛围。共同体文化氛

围是大学生在非正式学习中形成共同学习文化的氛围。大学生保

持同伴间的合作学习，组建学习共同体，实现协同努力的现实与

愿景。在实践共同体及网络共同体文化氛围中，形成一定的文化

自觉及学习自觉。

四、结语

综上，基于非正式学习的大学生学习自觉的培养和提升需要

大学生、教师、学校及社会的共同努力与支持，才能为在学习的

道路上的大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创造条件，使大学生充分实现自我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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