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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工科专业学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 
曹燕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浙江宁波  315100） 

摘要：在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新工科”发展战略的共同推动下，工科专业的学风建设也愈发重要，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关于学

风相关的问卷调查发现，导致学风不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学生自制力差、不能合理利用课余时间、自身意识不够、目标不明

确。调查者通过发现的问题也提出了几点对应措施：加强教学反馈环节、通过校园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引导学生树立明确生涯

目标。高校学风建设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也要根据当代大学生群体的特点提出针对性的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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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等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作为高等院校的根本任务，学风建设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基

础，是高等院校内涵式发展的迫切要求[1]，也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途径，一所高等院校学风的好坏与培养质量密切相关[2]。同

时，在 2017 年，教育部提出了“新工科”发展战略[3-4].在各高校

的新工科建设方案中，立德树人、面向产业、面向未来技术、学科

交叉、通专结合、强调能力、跨界融合、产学合作、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教学模式等成为高校新工科教育的共性特点[5]。由此可见，对

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有了新的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工科专业的优良学风建设一直以来存在着较大

挑战，如何加强学风建设，为社会提供高标准人才成为目前高校函

待解决的重要课题[6]。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地处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宁

波，作为致力于为地区发展培养专业型应用人才的高校，“新工科”

建设一直在不断推进，此次通过对学校典型的工科专业机械以及能

源专业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学风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

因，并根据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1 调研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面向工科在校大学生，采用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调

查，线上共收到有效问卷 788 份。在调研对象中：大一学生占 25.76%，

大二学生 23.22%，大三学生 22.34%，大四学生 28.68%；男生 85.41%，

女生 14.59%。 

1.1 入学前专业选择依据 

在被调查学生中，仅有 45.94%的同学因为自身兴趣所在而选择

了所学专业，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学生选择本专业是因为家长或亲戚

朋友建议，就业前景、专业与学生父母的职业契合度、考研是否有

有优势等是进行选择时比较在意的因素，除此之外，也有极少部分

同学表示并不在意所选择专业。 

1.2 在校生对本专业认可度 

对于专业的认可度方面：13.32%的学生非常喜欢所学的专业，

31.47%的学生表示喜欢所学的专业，39.09%较喜欢，7.74%不喜欢，

8.38%无所谓喜不喜欢。 

1.3 对日常教学方面的认同度 

在被调查学生中，14.34%的同学认为所学专业课程设置非常合

理，35.03%认为合理，42.89%认为较合理，5.84%认为不合理，1.90%

认为非常不合理；29.06%的被调查学生表示非常认可教师的总体教

学水平，54.44%表示认可，0.76%不认可，0.38%非常不认可。 

1.4 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情况 

在被调查学生中，37%的被调查对象每周自习时间 14 小时以

上，28.93%每周自习 7-14 小时，43.02%每周自习 1-7 小时，3.68%

表示从不上自习。在被调查学生中，有 28.05%的同学在大学里截止

目前有过不及格课程，其中 23.86%有 1-3 科不及格，2.16%有 4-5

科不及格，2.03%有 5 科以上不及格课程。在有不及格课程的调查

对象中，76.47%的同学认为不及格是和自身没有好好听课、复习、

没能理解课程内容有关，其他同学是因为对课程不感兴趣，没有合

适的教辅材料、不喜欢任课老师的教学风格等原因。在出现不及格

课程后，84.62%的学生通过自身努力来通过补考，9.50%的学生会

寻求外界帮助，还有 5.88%的同学表示需要外界帮助，但缺少资源。

有 71.04%的同学认为同学帮助有助于通过课程，近一半的同学认为

专业老师的帮扶有助于通过课程。 

1.5 在校生课余时间安排情况 

在课余时间，近 70%的同学会选择学习，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也

会选择参与团学社活动，近 40%的学生会选择休闲娱乐活动或休息。

41.88%的被调查学生参加过学科竞赛，58.12%表示没有。没有参加

的原因 38.45%的被调查学生不想参加，32.87%的学生表示不了解参

赛渠道，12.94%因为没有老师指导，15.74%因为没有参赛选题。

29.82%的学生每天在寝室玩游戏 0-1 小时，44.04%1-3 小时，

7.99%3-5 小时，30%5 小时以上，有 14.85%的同学表示基本不玩游

戏。大部分学生玩游戏的原因是因为有人组队邀请、课间无聊、课

余时间集体活动较少，有极少数同学表示因为个人兴趣而打游戏。 

1.6 在校生个人规划现状 

关于毕业后的个人规划，在被调查学生中：6.35%的同学选择

考公，1.40%打算出国，48.86%选择考研，24.87%选择直接就业，

还有 18.53%的同学表示还未确定目标。 

2 数据分析与问题讨论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存在问题： 

2.1 超五成学生选择专业未结合自身兴趣 

高考报志愿过程中在专业选择上，超过一半的学生对所填报专

业缺乏了解，并未结合自身兴趣选择专业，这也是目前在填报志愿

过程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也进而导致了在校生中有超过 15%的

学生对所学专业并不感兴趣，认可度不高，这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和

后续学生个人发展都是不利的。 

2.2 课程设置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 

近一半的被调查同学认为专业课程设置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并不完全合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工科课程本身难度

较大，理解存在一定困难，对学生的基础掌握有一定要求，需要学

生个人探索的知识部分较多。同时，教师在指定教学计划的过程中，

如果对学生群体的知识框架基本情况了解不够，就容易脱离学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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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导致课程内容以及考核中过于简单或者难度过大，不利于学生

对知识体系的理解和掌握。 

2.3 多数学生缺乏自制力，不能合理规划课余时间 

在调查对象中，近七成同学每周自习时间少于 14 小时，工科

课程本身难度较大，课余时间如果不进行复习总结或提前了解知识

体系，就容易无法很好地掌握知识内容，进而导致考试不及格。

28.05%的学生存在不及格课程，同时发现挂科同学课余时间多进行

打游戏、外出玩等娱乐活动，出现不及格课程原因多归结于对课程

不感兴趣、自身没有努力等原因。在课余时间选择打游戏的同学中，

大部分是因为有其他人组队邀请，自己也感到无聊，说明这些同学

个人自制力较差，娱乐活动占据了多数时间，没有将精力投放到学

习中，导致成绩较差，甚至考试不及格。 

2.4 课程考试不合格多为自身原因，未充分重视 

在近三成的“挂科”学生中，有超过 80%的同学会通过自身努

力通过不及格课程，说明在必要情况下，大部分同学可以依靠自身

能力通过考试，只有极少部分同学对于学习没有明确的方法来获取

资源。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考试不及格的主要原因是学生自身没

有充分重视课程学习和考核。 

2.5 多数同学目标明确，但仍存在个人规划不清晰的情况 

近八成被调查同学对毕业后的规划较为清晰，选择读研、考公、

出国留学或者直接就业，但还有部分同学表示对今后的目标还尚未

明确。说明部分学生在目前阶段对大学生活并没有清晰的个人规

划，对将来的职业生涯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尚需进行引导。 

3 针对现存问题的改善对策 

3.1 培养专业兴趣，促进学风建设 

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新工科”建设对于人

才的创新实践能力和专业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人才培养过

程中，对专业的认知和认同度十分重要。根据以往经验和实践总结，

在新生始业教育中融入专业引导，以社团活动、竞赛观摩、参观走

访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从入校起由浅入深地接触本专业，逐渐对专

业所学内容、未来发展方向有较为清晰的认知。通过一系列的专业

认知教育，逐步培养起学生对专业的兴趣，愿意主动投入学习，对

优良学风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2 加强教学反馈环节，提升教风带动学风 

3.2.1 深入了解学生群体，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教师在课程进行过程中或结束后通过线下座谈会、线上调查问

卷等形式，了解学生目前对课程设置的看法以及存在的具体意见，

若存在课程进度与学生学习能力不适配或者课程难度与学生学习

能力不匹配的情况，需要及时进行适当调整，合理安排考察考核环

节，重点考量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3.2.2 提高教师教学能力，重视教学反思过程 

教风与学风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提升教风来带动学

风，是建设优良学风必不可少的一项举措。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

对知识的获取渠道广泛，学习能力强，因此，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和

教学反思过程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充分交

流，及时调整。同时，要在课程伊始让学生们认识到课程安排的初

衷，重点环节，丰富课程形式，引导学生更加自觉投入课堂及课后

学习活动。 

3.3 建设校风，引领优良学风 

3.3.1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培养学生良好习惯 

校风蕴含着学风，校风作为学校办学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教风

与学风的浓缩，优良的校风必然能促进学风[7]。校风具有感染和同

化作用，良好的校风可以促进学生的而成长成才。通过校训来达成

学生的价值认同，良好的校园环境可以使学生有更轻松的氛围进行

学习和活动，要通过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相结合的方式来教育和影

响学生。例如，学校举办特色校园文化节活动，经常性地为同学们

开办讲座，组织课外学习实践，利用不同的学习形式获得学分，选

树学生榜样，鼓励学生深造，形成考研氛围等等，都是形成校园文

化的重要渠道，培养学生积极阳光的精神风貌。 

3.3.2 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吸引学生走下网络 

受当下发达的网络社会文化的影响，当代大学生群体更加沉迷

于各项娱乐活动，对于工科专业来讲，性别比例中男生占多数，大

部分学生不热衷于各项校园活动，不主动交流，更愿意在网络上度

过课余时间。因此，要考虑设置更多有趣同时有益的学生活动，以

社团活动助力学风建设，通过各项专业相关竞赛以赛促学，鼓励和

引导同学们在空闲时间多将精力投入到社团、竞赛、志愿服务、学

习活动中去，在丰富的时间活动中提升个人能力，利用课余碎片时

间学习技能，从而提升整体学风。 

3.4 重视生涯规划，助力学风提升 

3.4.1 充分利用生涯规划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目标 

当代大学生中普遍存在日常性大学学习的主体作用不明显、自

我管理能力较弱等现象[8]。因此，需要加强日常教育引导，显性教

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作为重要渠道，通

过自我探索、职业了解、生涯访谈等等专业课程环节，引导学生尽

早明确目标。院校要提供足够的资源为学生答疑解惑，协助学生共

同做好学涯、生涯规划，及时提供给帮助。机械等工科专业具有较

为明确的职业选择和发展路径，因此，更要指导学生根据个人实际

情况做好大学四年规划，主动提升创新和实践能力。 

3.4.2 依托校企合作平台，多方参与生涯教育 

在“新工科”专业建设中，要不断加强校企合作，企业在人才

培养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将企业导师引入到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教育中，让学生明确未来所要投身的行业对人才的各方

面能力有哪些要求，结合自身现状，对大学生活和未来目标有进一

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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