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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大学学生自主学习激励机制构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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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激励对人的行动起到增强、维护和指导的作用，对于高校的教育教学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本

研究利用问卷对西藏大学学生进行调查，对学生工作及教务工作者进行走访，从学习积极性、学习方法、学习

自查意识等方面分析西藏大学学生生自主学习现状，并立足于激励理论，科学构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的激

励机制，以期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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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tivation plays a role in enhancing, maintaining and guiding human actions, and has an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fo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is study uses questionnaires to survey students 
in Tibet University and visits to student work and teaching staff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mong students in Tibet University in terms of learning enthusiasm, learn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self-examination 
awareness, and based on motivation theory,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s an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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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1]。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前沿阵地，如何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潜力，提升学生学习质量，实现人

才强国战略，是当下教育工作的重点难点之一。

1 西藏大学学生自主学习现状

1.1 学习积极性有待加强

学习态度方面，问卷针对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程

度、所选专业的感兴趣程度、学习现状的满意程度、

课堂表现四个方面来调查学生目前的学习状态。第一，

认为自己对于学习以及所选专业这两项有浓厚兴趣的

学生占比分别为 49.26%、44.62%，认为自己“兴趣一

般”的学生占比最高，选择“无所谓”以及“没有兴趣”

的学生占比均不超过5%；第二，对自身学习现状“满意”

和“比较满意”的学生占比超过 70%；第三，大部分

学生认为自己上课注意力较为集中。在自我认知方面，

33.55% 的学生认为自己缺乏坚持。同时，缺乏自觉性、

自主性、兴趣、自信心分别占比 22.31%、16.19%、

14.11%、13.85%；28.3% 的学生认为当代大学生已经

完全丧失学习的动力；5.21% 的学生完全不清楚自己

的学习劣势；78.73% 的学生认为利用空余时间学习是

必要的。在学习动力方面，认为自己具有充足学习动

力的学生占 41.45%，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自己学习动

力一般或者是缺乏动力。此外，46.88% 的学生认为学

习是为了提升自我修养，31.29% 的学生认为学习是为

了找工作；为了期末考试和达到父母愿望的学生占比

分别为 17.71% 和 4.12%。其次，超过半数（53.95%）

的学生认为学习动力来源于自我激励，22.05% 的学生

则认为学习的动力来源为紧张的就业形势。最后，针

对所学专业就业形势的情况，接近 60% 的学生认为自

己所学专业难以找到工作。

1.2 学习方法有待改善

调查数据显示，77.69% 的学生制定过学习计划，

但是长期坚持的学生只有 44.36%。同时，认为自主学

习时间充足的学生占比为 61.59%。从自我选择方面

来看，针对在课余时间的活动选择上，问卷给出参加

社团活动、睡觉、上网、自主学习等 7 个选项进行多

项选择，选择在业余时间进行自我学习的学生占比为

42.71%，在 7 个选项的分值占比居于第四位；其次，

选择在晚上自主学习的学生占比最多，其中 46.27%

的学生会花 1 ～ 2 小时用于自习；第三，大多数学生

选择利用视频教学、手机学习和图书资料，但是超

过 70% 的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容仅限于本专业的学科知

识；第四，在遇到困难时，超过 60% 的学生会选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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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联网查资料，选择请教老师和同学的学生占比为

24.22%。同时，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专门联系老师进行

指导的学生仅仅占比 17.27%。总体来看，大多数学生

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意识，但学习方法还存在一定问

题。

1.3 学习自查意识有待提高

首先，68.88% 的学生认同用功自学的同学，但仅

有少部分学生会受其影响；其次，认为影响自主学习

的多个外部因素的多项选择中，学校学风占比最高。

此外，所设专业、所有课程、任课老师、学校管理制

度都具有一定占比；最后，影响自主学习内容的内部

因素多选中，学习态度分值最高，学习基础、学习目

标、学习方法占比都超过了60%，经济情况、身体素质、

人际关系均在30%左右。这说明学生自主学习受学风、

学习态度的影响较大。

自我总结方面，仅有 29.73% 的对自己的学习进行

总结并对未来的方向有明确的规划。其中有超过 80%

的学生选择跟同学和老师分享学习成果以及学习经验。

同时，还有 84.9% 的学生认为自主学习能力主要靠自

我培养。这说明大部分学生不善于总结，缺乏明确规

划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计划。

2 西藏大学学生自主学习激励机制现状

2.1 激励政策的成效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学校制定

激励政策是有效的，但其内容却不够丰富。从激励政

策的影响程度来看，75.78% 的大学生认为学校激励政

策的“激励程度较高”；从激励政策了解程度来看，

69.27% 的大学生“了解少部分”，仅有 1.78% 的学生

完全了解学校激励政策；从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

奖助学金、优秀干部这两类选项得分较高，“国外交

流生名额”“其他”这两项得分较少。这说明学校还

需要加大激励政策的宣传力度，促进政策知晓度，更

好发挥激励政策对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激励作用。

2.2 对学校硬件设施的满意度

从图书馆质量，教师多媒体，学校休闲设施三个

方面调查学生对学校硬件设施的满意度情况，发现在

这三个方面选择“基本满意”都只有半数左右的学生，

选择“满意”的学生占比为 30%左右，选择“不满意”

的学生占比为20%左右。其中对学校休闲设施选择“不

满意”的占比最高。这表明大部分学生对于学校硬件

设施基本满意，但认为学校的休闲设施还有待改善。

2.3 对激励内容的诉求范畴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60.24% 的学生认为精神激励

和物质激励同样重要，选择精神激励更重要的学生要

比选择物质激励的学生多 195 人。但是从各种荣誉奖

励的调查结果来看，“保研资格”这一选项占比最高，

其余选项中国家奖学金和综合奖学金得分较高，居于

第二和第三，剩余“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作

品展示”三个选项的总占比不超过 25%。这说明相较

于精神激励，学生在潜意识里仍然更看重物质激励。

因此，学校必须要注重精神激励，转变学生观念，使

学生认识到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同样重要。

3 西藏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激励机制构建

3.1 引导学生树立自主学习理念，保证学生想学

自主学习的前提是具备积极的学习动力。因此，

学校要通过引导树立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成为学

习的主动者[2]。首先，学校要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通过有效宣传途径，如开展专题演讲、课间小剧场等

宣传自主学习的重要性，端正学生的学习动机，让大

学生从心内发出“我想学”的声音，从学习观念上做

出改变，形成主动的学习理念。第二，学校要注重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自主学习最好的动力。每

年大一新生入学时，开展思想教育，加强对专业课程

学习的引导，尽快建立对所学专业的兴趣，让学生产

生想学习的想法。此外，还可以定期开展各个专业相

关的知识竞赛，让同学们在实践中感受本专业的魅力，

提高专业认可度，培养学习兴趣。第三，学校要加强

职业规划教育。针对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的专业不好找

工作的情况，学校可以邀请相关专业、行业的专家以

及优秀校友来校演讲。还可以就具体情况不定期开展

就业问答，向学生答疑解惑，让学生了解自己所学专

业的就业方向以及就业前景，增强学生对本专业的信

心。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对口行业，从内心改

变学生的就业压力，提升学习兴趣。

3.2 合理构建多层次的学习目标，保证学生正确

学

学校要帮助学生厘清“为什么要学”，让学生摒

弃盲目学、糊涂学，保证学生有目的、有思想、正确

的学习 [3]。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合理构建

多层次的学习目标，设计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实现因

材施教，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树立正确的个人学习目标。高素质人才是高校人

才培养的初衷。这要求学生既要掌握专业知识，更要

掌握做人的准则与信念。这需要高校将核心价值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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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内容融入课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

界观、人生观。让学生认识到分数不是唯一，更要学

会做人、学会生存、学会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

集体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每个学生作为班级

的一员，与班级荣辱与共。由此关系可以建立相互监督、

共同努力的集体学习氛围。学校可以加大对先进集体

的奖励力度，再结合每个班级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

该班的集体目标，进而实现各班同学的共同进步。

第三，树立长远学习、终生学习目标。学生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定期

检查目标的完成进度，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我奖励

以及自我批评 [4]。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在自主学习

中领悟人生百态，提高自我境界，明白学无止境的真谛，

树立“学到老，活到老”的终生学习目标。

3.3 注重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策略，保证学生会学

一个好的学习策略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率，同时也能让学生由内而外感受到学习的快乐，找

到适合自己的自主学习方式 [5]。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

引领者，对于学生“怎么学”具有十分关键的引导作用。

针对不同专业、不同个性的学生，老师需要找到合适

的引导手段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比如构建科

学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评价体系，帮助学生们认清自

己在学生上的优势与劣势，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自主

学习方法。同时，要及时解答学生遇到的难题，帮助

学生构建解决问题的逻辑框架，增加学生的成就感；

还可以成立学习互助小组，让学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3.4 加强自主学习环境建设，保证学生坚持学

学校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对于提升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的基

础设施建设、学风校风建设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

生的学习状态等方面。学校应加大激励政策的宣传力

度。以讲座等形式宣传激励政策。通过加大对学生的

外部激励，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形成比学比优的学

习氛围，构建积极向上的学习风气。要加强学生的教

育管理。开发多元化的考核方式，确保考核过程的公平，

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考试态度。组织开展

美术、音乐等社团活动，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之余放松

身心，以便更高效地学习。

另外，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可以发现学生对

于“保研资格”尤其关注，这一点可以与精神激励相

结合。可以邀请学校保研或者考研成功的学生回校分

享自己的学习经验，利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自觉进

行合理的学习规划，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我管理、自

主学习的能力。

4 小结

激励就是激发与鼓励，对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利用激励手段调动大学

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才能完善高校教学教育质量，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正确的学习理念、合理的学习目标、

科学的学习策略、良好的学习环境是保障西藏高校教

学发挥激励功能的关键。西藏高校应更加重视大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利用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学校的

教书育人功能，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以培养

出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均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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