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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生管理是以学籍管理为中心展开的针对学生的管

理工作。学籍管理是对取得学习资格的学生，从入学注

册、教育教学、成绩考核与记载、升留降级、重修、休

学复学、转学退学、奖励处分、毕业结业等方面按照国

家教育方针，教育规律，遵循青年学生身心特点，社会

发展不同阶段的实际制定规章制度并实施管理。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是高校的改革重点，本文以学籍异动行为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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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常情况下，学生在录取专业按照基本学制的学习时间完成学业，但由于客观或主观因素的影响，学生可

能会申请调整专业（转专业）、暂缓学业（休学）甚至中止学业（退学），因此产生学籍异动。以某民办本科大学G

为例，对学籍异动数据进行挖掘，通过整合分析数据，对学生的行为特征进行侧写，综合出学生的基本特征，预测

学生的学业行为，秉承“以生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完善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提高教学管理效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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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为突破口，初探学生管理的优化方案。

由于客观或主观因素，学生会申请休学、退学、转

专业等学籍异动。通过对学生学籍异动数据的深挖，探

究学生异动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形成学籍异动下学生

学习情况的侧写，预测学生的学业行为，提前干预、给

予引导，提升学业管理成效。

二、侧写概述

侧写（profile，也译为剖绘）指根据心理咨询者的行

为方式推断出他的心理状态，从而分析出他的性格、生

活环境、职业、成长背景等 [1]，目前主要用于犯罪心理，

犯罪心理侧写最初起源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调查

心理学之父大卫·坎特（David Canter）他认为犯罪行为

必然反映犯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根据罪犯的典型特征

及行为习惯对罪犯进行侧写，提出了犯罪一贯性假设，

并且把这个假设运用到犯罪心理画像，将一直被视为一

门艺术、通常被描述为“合理猜测”转变为支持的数据

和研究的科学 [2]。

学生学籍异动行为侧写，参考犯罪心理侧写，通过

对不同原因下出现学籍异动学生的心理、学业等情况进

行侧写，找出共性，挖掘出未知的、有用的、隐藏的规

律，促进教学管理的改革和发展，将学生行为侧写和传

统的人力管理相结合，以生为本，建立学籍预警构架，

做到“防微杜渐”，优化教学管理工作。

三、转专业行为侧写

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的专业完成学业，为充分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学生个性发展，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学生可以在相关管理规定范围内申请

转专业。G 大学近五年有 457 名学生申请转专业，转专

业的原因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原因是职业规划，学生有

新的职业规划或者发现某专业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于是

申请转专业。第二类原因是个人兴趣，部分学生的专业

是家长或老师为其选择的，入学后发现并不感兴趣，失

去学习动力。第三类原因是原专业学习困难，学生经过

学习后发现学业难以跟上，于是申请转去更加擅长的专

业。为研究转专业后学生的学习行为，侧写转专业学生

的学业情况，对转专业学生的毕业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经统计，这 457 名学生有 393 名学生能按时毕业，占比

86.00%，延期毕业有 33 人，未取得毕业资格 31 人（如图

1 所示）。可见转专业此类学籍异动行为，对学生学业情

况以积极影响为主，大部分学生都可以适应新专业的学

习，并且通过转专业，学生可入读更感兴趣、更擅长的

专业，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图1　转专业学生毕业情况统计图

对转专业后延期毕业或者未毕业学生进行进一步

挖掘、侧写，找出其学业规律，发现有 12 名转专业学

生在转专业后曾申请休学，这 12 名休学的学生中其中

只有 2 名学生按时毕业，有 3 名学生延期毕业，有 7 名

学生仍未毕业，说明对于转专业后又出现休学行为的学

生，极大可能会出现学业问题，不能按时毕业。经分

析，出现此类学籍异动行为的学生，多数在原专业学习

困难，希望通过转去相对来说简单或者更感兴趣的专

业，提升学业成绩。但转到新的专业后，依然存在学习

方法不对、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学业成绩没有提升，

进而选择休学，暂停学业，甚至退学终止学业。因此，

对于转专业后又休学的学生，学校应重点关注，密切注

意此类学生的学业情况，及时做好助学、导学、督学的

学业帮扶工作，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从根本解决学

业困难问题。

四、休学行为侧写

学生因为身体、家庭等客观因素或者学业状态不佳

等主观因素，会申请休学。G 大学近 5 年有 510 名学生办

理了休学手续，主要原因及休学人数如图 2 所示。

图2　学生休学原因统计图

1. 心理原因休学行为侧写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生出现心理危机，或因遭遇突

发事件、或因学业问题、或因家庭困难等 [3]，学生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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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心理危机从而影响正常的生活、学习，而申请休学。

对心因性原因休学的学生的学业情况进行分析、侧写，

发现这 119 名因为心理原因休学的学生中，仅有 20 人按

时毕业，占比 16.81%。此外，有 47 名学生曾受到学业

预警，占比 39.50%，这 47 名学业预警的学生中，有 19

名学生退学，仅有 7 人按时毕业。可见出现心理原因休

学行为的学生，多数存在学业困难，其中既有学生因出

现心理问题而影响了正常学习，因此学业不佳；还有学

生因为学业困难而出现了心理焦虑，从而产生心理问

题。目前，G 大学等大多数学校都建立了对心理出现状

况学生的事前干预和事后应对措施和工作流程，建立宿

舍、班级、学院、学校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及时发现

学生的心理危机，对学生提供学业、生活等方面的心理

指导 [4][5]。

2. 学业状态不佳原因休学行为侧写

出现因学业状态不佳休学行为的学生普遍都存在学

业困难，G 大学通过分析根源，得出五类学业困难的学

生：暂时性学习困难学生、能力型学习困难学生、动力

型学习困难学生、消极型学习困难学生和适应型学习困

难学生。这 70 名学业状态不佳的学生中仅有 15 人按时毕

业，占比 21.43%，退学 21 人，占比 30.00%，另外有 44

人曾受到学业预警，占比 62.86%。对于暂时性学习困难

学生、动力型学习困难学生和适应型学习困难学生，通

过休学调整学习状态，端正学习态度，确立学习动机，

大多数能逐渐摆脱学业困境。但其他类型的学习困难学

生，仅通过休学，大部分难以解决学业问题，这需要学

校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指导和辅导，厘清学生学业困难

的成因，定制个性化的帮扶方案，如向能力型学习困难

学生提供合适有效的学习方法、对消极型学习困难学生

给予肯定和鼓励等，对症下药，精准帮扶。

3. 创业、工作实践原因休学行为侧写

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大学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生力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投身创新创业实践，越来

越多学生因为创业、工作实践而休学。这 56 名出现创

业、工作实践原因休学行为的学生中，仅有 14 人按时

毕业，另外有 21 名学生曾受到学业预警。探究其原因，

部分学生因为创业、工作实践耗费大部分时间，影响了

学业；也有个别学生是因为学业困难，选择创业或工作

实践，开辟其他的职业发展道路。对于前者，学校应引

导学生处理好创业与学业之间的矛盾，并给与一定的支

持，例如单独对学生进行学业辅导、把创业成果兑换成

实践类课程学分，减少学生学业压力等。对于后者，学

校应谨慎处理，除了提供创业建议外，还应向学生分析

放弃学业会产生的后果，及时告知家长相关情况，避免

产生纠纷。

4. 其他原因休学行为侧写

对于其他原因休学行为，如身体原因、出国出境

等，学生没有明显的学业困难特征，尽管如此，学校也

应及时追踪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情况，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

五、退学行为侧写

退学可分为两类：主动退学或退学处理。主动退学

为学生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学习而向学校申请退学；退

学处理为学生出现应退学处理的相关情形，经学校决议

对其作退学处理。G 大学近五年有 618 名学生退学，具体

情况如图 3 所示。

图3　G大学近五年退学情况统计图

退学的首要原因是超过年限，有 268 人，超过年限

主要因为学生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无法完成学

业，归根到底还是学习困难。随着 G 大学加强学业预警

与帮扶工作，在学生出现问题的初期阶段，学校及时干

预，提供学业帮扶，大部分学生学业能追赶回来，超过

年限退学的学生逐步减少。退学的次要原因是学业状态

不佳，有 106 人，可见学业问题是学生产生退学行为的

主要原因。人才培养是高校的中心工作，严进严出是人

才培养的方向和趋势，也是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在此

背景下，越来越多学生因学业问题会主动或被动退学。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不是一味地提高培养要求，达不

到要求的学生就退学淘汰，而是要求学校加强过程管理，

因材施教，做好学业预警及学业帮扶，在保证人才培养

质量的同时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六、学生管理建议

目前，大多数学校管理模式仍然只是传统的注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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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事后”管理，学校应将预警重心“关口前移”，基

于学生的学籍异动行为侧写以及学业预警行为侧写、选

课行为侧写等，构建学生全面的学习画像，预估学生将

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前做好部署，加强学生的过程监

控，对学生有全面的、立体的认识，做好提前干预。同

时运用教育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技术优势助力提升学业

预警与帮扶管理质量，从制度、机制、管理模型、信息

化基础等层面循序渐进，逐步搭建和优化学业预警与帮

扶管理系统精准帮扶。形成学业过程全监控、及时发现

问题、精准解决问题的全方位高效管理模式，贯彻落实

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现

代教育理念，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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