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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商科专业学生自主学习情况调查 
孙诺诺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8） 

摘要：自主学习能力强弱为评估学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核心指标之一，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学生样本数据开展因子研究，实

证研究出决定商科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原因，结果表明，专业构建，教师教学，高职资源以及个人态度这几个因子对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提高存在较大影响，文章结合实证结果给出了有关的对策以及建议，希望能为有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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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国家规划中明确强调创新属于发展的重要动力，运用型

人才属于创新发展的根本。从高等教育来看，高职教育的地位变得

更加重要，学生自学能力是学校较为注重的部分。人才培养理念已

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围绕学习效果以及发展。围绕学生学习即推动

学生自主学习。不过以当下实况来看，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还有着不

足。另外伴随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经济进一步取代了传统经济，

使得经济生活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对于商科人才培育模式，也应该

主动进行调整，推动学生自学能力增强，以便能够更好满足社会发

展需要。所以怎样增强学生自学能力存在相当关键的意义。 

1.研究背景 

针对学生自学能力影响原因的分析，很多研究人员已进行了分

析以及实证探究。一些人员指出决定学生自主学习情况的原因大部

分源于内部驱动。学生自学能力需经过多个环节，其中包括意识崛

起以及信念发展等。学生想要实现学习自主，需要拥有多方面的能

力，比如自我管理以及评价。根据自我决定理论，把自学行为分成

多类，比如协调型以及发展型。有的研究人员指出决定学生自主学

习情况的因素大部分源于外部影响[1]。老师对学习者自学能力培育

存在较大影响，过去的教学过程以及方式主要是课堂讲述，决定学

生自学能力培育。另外，一些学者指出对于学生自学能力培育，一

般在于学习环境构建，涉及到硬软件环境构建，还有资源的供应，

包含线上与线下资源。实证研究方面，通过使用相关的分析工具，

对自学效果开展分析。显示了量化分析可行性，然而对于决定自学

能力的原因，未进行进一步研究。有学者借助 Logit 模型分析了决

定自学能力的影响原因，显示自主学习能力被诸多因素所决定，其

中包括学习基础以及效率等，不过只是分析了内部因素，没有加以

重视外部原因。综上所述，针对商科学生自学能力影响原因的文献，

在方式上一般是定性分析，很少选择量化分析。所以此次研究采取

因子分析方式，来研究决定商科学生自学能力的因素，希望获取更

加有效的对策以及建议。 

2.学习理论以及所采取的分析方式 

（1）自主学习理论以及构建主义学习环境理论。现如今在学

术研究方面，一般情况下可以分成以下两种理论。具体而言，对于

自主学习理论，能够符合个人学习活动以及行为，换句话来讲，也

就是明确目标，选取学习手段、监督以及衡量学习的过程。另外这

一理论表明，若学生可以加以选取以及把控个人学习时间以及积极

性等，则被定义成自主学习。并且该理论指出在决定自学能力上，

个人态度以及行为属于核心因素。前一种因素包含专业基础、学习

计划等。后一种因素涉及到自我判断以及观察等，由此可以得知，

这一理论着重体现学生自学积极性。对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出

学习基于能动性驱动，利用环境原因，也就是因素彼此影响的过程。

它的核心观点是：知识存在情境性，再构建实际环境，体现了专业

建设的意义[2]。知识存在学习性，通过外界构建进而获取新知识，

体现了教学资源构建的意义。所述资源不但涉及和外界的沟通，也

涉及持续内化原资源。最后，知识存在教学性。传统讲授型教学制

度已难以符合自学能力增强的需求，应该加以关注教学联系性，优

化教学方式以及行为进一步来增强自学能力。这一理论提出了专业

构建、资源以及教学因素的意义。此次研究指出，学生自主学习被

诸多方面一起影响，其中包括学习态度、资源与教学等，所以把这

些因素纳入至分析框架，希望研究出它们对自主学习影响的趋势以

及程度。 

（2）此次研究所采取的方式。对于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本文

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介绍，也就是量表信度以及效度检验、因子分

析（其中包括关键思想、模型构建等），旨在能为有关人士提供参

考。首先，量表信度以及效度检验。使用的问卷基于以上分析，进

一步调研商科学生自学特点，尤其根据访谈结果，制定了调查问卷。

为了让问题更为科学与有效，对问卷开展初步试验，同时结合反馈

来优化。此次问卷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个人背景调查，二是采取相

关统计方式来分析决定自学能力原因，一共设置十几个问题，涵盖

了多个方面其中包括学生主观、教学以及资源状况等。同时开展了

量表信度以及效度检验，通过对 SPSS23.0 的使用来对信度进行计

算，总体信度是 0.858。信度系数超过 0.6 则判断这一问卷较好。此

次研究中的检验都满足量表信度以及效度检验。其次，因子分析。

其一，统计技术的主要思想。对于因子分析来讲它是基于变量群，

从中获取共性因子的技术。基于对变量矩阵的分析进而体现的变量

关系，把变量开展分组进而求解公共因子，结合其影响情况把多变

量开展降维处理，获取全部变量公共因子，进而彰显变量与因子所

存在的关系。其二，多变量降维分析。这一统计技术能够对多变量

开展降维研究，可以借助因子旋转变成存在关系的因子，被主观原

因干扰程度不大，所以采取因子分析技术来针对自学能力影响原因

开展量化研究。 

3.问卷调查基本统计量 

问卷发放时间介于 5 月 3 号至 13 号，步骤如下：第一，围绕

多个区域开展地域划分，借助随机方式选择省份；第二，当选择完

省份之后，再选取对应的高职院校；第三，基于选取的高职院校，

再选择对应的商科专业，和辅导员保持联系，以学生学号为参考，

将逢 5 号看成目标学号；第四，由老师来定点发放，完成此次问卷

发放。在多个省份之中共计 23 所高职学校中发放[3]。通过线上调查

手段，一共发出问卷 1213 份，对这些数据开展全面分析，从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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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效的调查问卷数量是 1089 份，有效率达到了 89.78%。在调查

问卷中涉及的信息内容如下：男生及女生数量分别是 349 人、864

人，所占比例依次达到 28.77%、71.23%；大一、大二、大三学生数

量分别是 564 人、567 人、82 人，所占比例依次达到 28.77%、46.74%、

6.76%；从入学类型上来看，高考生总计 653 人，中职注册生总计

131 人，提前招生总计 268 人，五年一贯制的总计 130 人，这四者

的比例依次是 53.83%、10.8%，22.09%、10.72%；从学校类型上来

看，双高学校一共有九所，所占比例达到 39.2%。综上分析可知，

其中基本都为女生，所占比例达到 71.23%；以年级分布情况来分析，

主要是大一与大二学生，总计占到 75%；以入学类型来分析，高考

入学的达到 653 人，所占比例约有 53.83%，提前招生的约有 268 人，

所占比例达到 22.09%，其余两种入学类型的差距不大，大概都占到

10%。 

4.数据处理以及研究结果 

对于数据处理以及试验结果，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也就是球形度检验、因子提取、载荷矩阵旋转以及分析结果可信度

检验等，希望能为有关人士提供参考。（1）球形度检验。基于数据

分析软件的使用，对影响学生自学能力的因素开展深入研究。结合

检验结果，样本获取 KMO 值是 0.888，趋近于 1，因此通过该试验

可以建立相应的分析模型；球形度检验获取 Sig 值大概是 0.0000，

这表明变量间有着一定联系。（2）因子提取。在 KMO 以及 Bartlett

检验结果中，其中涉及到了多个部分，比如特征值，按照特征值超

过 1 的主成分，可以把它看成准则，以此选取相应的初始因子。所

以这一次试验能够提取四个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 79.04%，符合全

部特征值方差需要。（3）载荷矩阵旋转。此次研究之中，对初始因

子开展旋转，保证系数绝对值出现分化，在此基础上有助于较好地

衡量公因子意义。使用四次方最大法，来获取成分矩阵，结合主成

分分析结果能够得知，影响因素于因子上载荷分布，应对所有因子

潜在的信息进行明确。结合旋转后成分矩阵能够得知，基于多个要

素中，第一公因子存在较大载荷，如实训条件、专业课程及培育类

训练，有助于全面达到自主学习需求，强化自学能力，着重基于专

业构建状况来体现决定自学能力增强的原因，所以将其定义成专业

建设因子；在老师教学之后，借助第二因子可以对学生任务的实施

开展科学引导，基于讲解研究，能够有效完成布置任务，采取项目

型教学手段进一步增强商科学生自学能力，基于附近学习氛围的建

立，对自主学习情况产生积极影响，让老师可以第一时间反馈自学

难题，利于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在这些要素存在较大载荷，着重从

教学指导上体现决定自学能力增强的原因，所以将其定义成教学因

子；第三公因子在以下要素存在较大载荷，具体来看包括：图书馆

资源、线上资源，二者能够较好地符合自学需求，通过引进评奖评

优制度，利于增强自主学习能力，高职院校开展阅读分享会，将利

于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所以将其定义成资源建设因子；第三公因子

在以下要素存在较大载荷，具体来看包括：个人积极使用线上资源，

专业基础符合自学需要，有信息完成自学，能够支配时间实现计划，

利用书籍能够制定学习任务，着重从主观原因体现决定自学能力增

强的因素，定义成个人态度因子。显而易见基于旋转公因子体现影

响因素更为合理。 

（4）分析结果可信度检验。结合以上因子的分析来看，可以

对所有因子依次开展命名，决定商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强的原因

包含诸多内容，如专业构建，教学，资源以及学生态度[4]。把结果

通过信度系数开展信度检验，具体涉及下述内容：因子一，其中涉

及到因素有实训条件、开设课程以及进行培训，所以将其定义成专

业建设，信度值达到 0.826；因子二，其中涉及到因素有可以引导

学习、完成任务、项目型以及启发型教学、建立学习氛围、老师第

一时间反馈，命名为教师教学，信度值达到 0.800；因子三，涉及

到因素有图书馆以及线上资源、评奖评优制度、开展自学能力增强

活动，命名为学校教学，信度值达到 0.742；因子四，涉及到因素

有利用线上线下资源、专业基础、信心、合理布局学习时间、个人

制定学习任务，命名为个人态度，信度值达到 0.704。 

结论以及建议： 

根据以上实验分析得知，决定商科学生自主学习的因素能够概

括成多个方面，也就是专业构建，专业老师教学，高职院校资源以

及学生态度。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以及影响原因，可从以下方面来增

强商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1）基于专业的设置，应结合自学情况

以及关系结构进行，对于培育方案的设计，应把自主学习能力增强

融进顶层设置，另外，还应健全制度建设，像进行发展类课程，设

置通识课程，据此来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并且对于商科专业的设置，

更应该多加关注实训条件，其设置效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自主

学习能力的增强。2）在教师教学方面，应该主动优化教学观念，

借助翻转课程开展教学，尽可能体现学生主导效果，培育他们的自

学意识，可以引导学习任务以及个人完成课后任务。实际开展教学

时，应该优化教学模式，引入项目型以及启发型教学手段，对学习

对策加以完善，推动商科学生自学。另外，老师需要建立理想自主

学习氛围，第一时间反馈学生疑问。3）基于学校资源方面，应该

借助数据研究，对学生的资源需求加以分析，合理分配资源以及健

全图书馆资源，同时第一时间告知他们。应该采取有关的方法，比

如建设在线课程，向学生提供良好的资源，进而符合其自主学习需

求。同时基于评奖评优制度，增加考核自主学习能力，这利于提升

其自主学习积极性。此外需要支持内部机构，充分体现服务自学职

能。比如对于高职院校图书馆能够进行公益活动，涉及建立阅读小

组等。4）对于学生态度来看，关键在于引导其增强自主学习动机，

以及塑造自学意识，懂得使用各种各样的学习策略，提高个人监控

能力，尽可能借助学习资源来锻炼自学能力，引导商科学生懂得自

学，引导他们先需个人懂得借助学习资源，巩固专业知识，增强自

学信心，合理明确学习计划且根据计划实施，调动商科学生自主学

习热情，使他们能够独立制定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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