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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学生注意力集中因素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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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注力是影响学生学习质量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学生的水平越高，他们在课堂上的注意力就越不集中，尤

其是大学生。由于这种低水平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许多讲师发现在教这个水平的学生时很难保持热情；这些学生也发现大学毕

业时很难取得最好的成绩。出于这个原因，这篇文章将使人们了解本科生在上课时可能出现的所有分心情况。此外，将讨论教师

的角色，以便来自各个层次作为教师的读者可以更好和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学术问题，希望他们可以发现它对以后任何必要的改变

是有用的，以便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更好地与他们进行实验。在所有的分析之后，这篇文章提出一些好的和适用的解决方案来改善

这种情况。希望这将提高大学环境中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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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ent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decisive factors in student’s learning quality. The higher the student’s level is, the

less concentration they pay in class, especially university students. Owing to this low level of concentration ability, many lecturers find it

hard to maintain their enthusiasm when teaching students from this level, and also those students find it hard to achieve the best outcome

when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For that reason,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an understanding of all the distractions tha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y have during their class. Also, the roles of a teacher will be put into a discussion so that readers as teachers from all levels can

have a better and deeper look into this academic job, with the hope that they may find it useful for any of their changes later if they think it

is necessary so that their learners can have better experiment with them in class. And after all the analysis, this article will suggest some

good and applicable solutions that can be applied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Hopefully, this would advanc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in the universit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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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注意力和集中力的定义

多年来，注意力一直是许多研究人员感兴趣的课题。根据

Kumar（2003）的说法，注意力是可以获得的，是指人的所有

感官和思维都集中在特定主题上的精神状态。还有，注意力也

可以理解为“对语言输入进行编码，使其在工作记忆和短时记

忆中保持活跃，并从长时记忆中检索出来”的过程（Robinson，

2003，第 631页）。这可以解释为，如果一个人能很好地保持

注意力集中，那么所有提供给他们的知识或信息都会被很好地

接收。他们不仅能利用这些知识或信息来处理当前的情况，还

能长期应用它们。另外，要了解更多关于注意力的东西，也有

其他的观点。首先，根据（Kahneman，1973，2011；Tomlin

和 Villa，1994），注意力通常被认为是对自身智力能力的限制。

Hlas等（2019）解释称，一个人在同一时间能集中注意力的程

度是有限的（第 2页）。其次，Rusmita Kurniati（2009）指出，

学习者的行为形式可以让我们更好和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的

注意力是什么样的。例如学习者愿意听老师的解释，执行老师

布置的任务，记录重要的材料，查看图像或使用的媒体，听取

朋友的意见，回答老师的问题，以及在课堂上保持冷静。Al’

Omairi和 Al Balushi（2015）认为，注意力是一个人学习的重

要组成部分。

1.2注意力和集中力的重要性

教师总是希望他们的学生在课堂上高度集中注意力，因为

学生的注意力越集中，其学习成果和知识收获就越多。注意力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本质上是不可否认的。Al’Omairi和

Al Balushi（2015）认为，注意力是一个人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Hariyanto（2021）曾经说过：“如果学习者真的在集中

注意力，那么学习者就会跟随并很好地开展学习活动”。注意

力不仅可以决定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而且还会极大地影

响他们的学习成果，因为如果在一堂课上注意力集中，学生就

能够轻松处理与学习材料有关的所有问题，从而取得优异的学

习成绩。另一方面，根据 Hariyanto（2021）的说法，那些在课

堂上不太用心的人将很难接受以下学习材料，导致落后的状

况，并可能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感到无能为力和沮丧。

1.3注意力研究

注意力持续时间越长，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就越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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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hneman，1973，2011；Tomlin 和 Villa，1994）。已经有

许多研究证明了这种说法。例如，Egeth（1971）通过一个实验

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注意力有一个特定的边界。此外，Stuart

和 Rutherford（1978）通过对医学学生的实验得出结论，学生

在讲座的前 10到 15分钟内注意力最集中，然后逐渐下降，直

到讲座结束。出于同样的目的，关于学生的注意力限制，Burns

（1985）进行了另一项实验，再次证明学生注意力的最大时间

长度约为 15分钟。因此，上述两项研究的结论是，前 15分钟

被认为是学生获得教师所给信息的时间。

2 影响学生注意力的因素

多种因素被认为对学生的注意力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如此多

的因素，即使是最小的因素，都会对学生的注意力广度产生深

刻的影响，并且不是所有的因素都可以被教师控制或调整。然

而，如果教师或讲师付出巨大努力，仍然有一些主观因素可以

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如图 1所示，影响注

意广度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图 1 注意广度的组成部分。

内部因素是学生或讲师自身的因素。例如，无聊是一个内

在因素，因为它是一种来自自己内心的感觉，是自创的情绪。

通常，内部因素是可以控制和改变的。另一方面，外部因素是

那些外部的，通常取决于讲师或学生的管理能力（例如，飞机

起飞的噪音）。最后，教师或讲师可以将所有这些内部和外部

因素考虑在内，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提高教学质量，并扩

大学生的注意力水平。

2.1内部因素

学生的兴趣和理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课堂

上的注意力，正如 David等（未注明出版日期）曾经说过：“兴

趣是良好注意力的决定因素，而兴趣总是在一个专心学习的学

生的行为背后”（第 26页）。学生的兴趣是保持他们有效参

与课堂的内部动机之一。他们对这门学科的热情和渴望越多，

他们就会越好奇，越专注于课堂，以获得更多他们所关心的知

识。Gerschler（2012）认为，课程设计在保持学生对课堂的兴

趣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或讲师不能指望

学生从枯燥、准备不足的课程中得到启发。随着课程的投入越

来越多，更多的材料能够很好地保持所有参与者的注意力，并

在整个课时中不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样，学生在课堂上对

课程内容和讲师指导的理解也可能使他们更加专注或沮丧，进

而导致他们对剩下的课程丧失注意力。讲师必须很好地关注学

生的动向，以便学生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此外，

还有一种糟糕的情况是，学生不仅不理解一节课，而且还遗漏

了后面的所有部分，因为通常所有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为此，

根据 Gerschler（2012 年），重要的是，老师要确保学生有必

要的经验来理解课程，并在出现问题时提供指导（第 7页）。

学生的身体和个人特征可以被认为是影响课堂注意力的

内部原因。例如，在身体方面，如果学生生病、饥饿、疲劳，

他们会很难在整个课程中保持注意力。因为他们的身体和大脑

无法支撑他们吸收知识，就像 Cicekci和 Sadik（2019年）通过

他们的研究证实的那样，学生没有充足睡眠、饥饿和疲劳地上

学，他们将很难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第 19页）。关于个性

方面，固执的学生上学时倾向于完成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很

大程度上与知识无关。由于心态不同，他们来上课只是为了见

见朋友，打发业余时间，玩游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他们也

可能表现不好，对其他学生的注意力产生负面影响。

2.2外部因素

虽然内部因素可以管理或改变，但外部因素通常是不可控

的。它们可以被理解为教师和学生周围的客观因素，并极大地

影响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有数不清的外部因素，但是，在本

文中，作者将它们分为四大类，这可能有助于以后需要的人对

所有可能的因素有一个清晰和系统的了解，以提出尽量减少其

影响的方法。

首先是学校制度本身。按照 Ceicekci 和 Sadik（2019）的

说法，是“教育政策和实践”。教学大纲是第一个组成部分，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精心设计的教学大纲可以防止学生

在许多重要方面迷失或遗漏，如课程目标或目的、评分政策、

评估和评价标准、家庭作业、活动（Slattery和 Carlson，2005）。

但是，假设提供给学生的教学大纲写得很差，学生在确定他们

的课程目标时可能会模糊不清。他们也会对自己将获得的目标

知识感到困惑，不能确定他们应该遵循哪个方向，也不能制定

一个具体的计划来满足他们自己和课程的期望。这些都导致他

们在课堂上缺乏热情，因此没有足够的动力来认真听课。除了

内容，教学大纲本身的长度也会降低学生的观察力。课程持续

的时间越长，学生可能会表现得越不耐烦和无聊。这些负面的

感觉会明显地分散学生获取信息的注意力。

第二是学校或者课堂环境。Raca和 Dillenbourg（2013年）

展示了一段视频，显示即使是课堂上的琐碎因素，如学生座位

的安排或视觉技术的利用，也会显著影响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

力。环境可以是课堂中的所有元素。首先是教室的设施，如桌

椅的布置、照明系统的质量、制冷系统的质量、辅助技术的现

代化。第二个与学生本身有关，比如一个班级的总人数或其他

学生发出的噪音。例如，如果教室太拥挤，学生们会觉得坐着

不舒服。此外，一些注意力分散的学生不断做出打扰他人的行

为，对于专注的学生来说，也很难保持注意力。此外，来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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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环境之外的因素，也会打断学生的注意力，如飞机起飞的噪

音、附近建筑的噪音等。

除了提到的与学生上课时的注意力有关的因素之外，父母

的贡献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有哪些家庭因素可以直接影

响学生的注意力水平？根据 Betancort和 Cabrera（2013），“父

母的教育水平、家庭规模、父母对学业成绩的期望、父母对学

生家庭作业的控制等”（第 171页）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课堂上正确思考的能力。关于家庭规模

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一个家庭有 4或 5个孩子，父母可

能不得不解决费用负担，不太关注每个孩子的学习过程。由于

这个原因，学生最终发现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学业成绩没有很

高的期望，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尝试，这最终导致他们参与课

程的兴趣减少。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证明：大多数研究一

致认为，当家庭成员的数量增加时，儿童的学业成绩会下降

(Guo和 VanWey，1999；Downey，1995；Martínez，2002)。家

庭的因素似乎彼此有着惊人的联系。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期望

往往会更低。然而，收入高的父母必须有高水平的教育才能拿

到那样的薪水，所以可以预见的是，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他

们一样。父母抱有期望的学生倾向于在课堂上更加专心，因为

他们希望以良好的学习成绩取悦父母；他们的作业和知识比那

些家庭条件不理想的人检查得更频繁。

除了家庭，老师或导师也直接影响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

教师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是他们的教学方法。始终保持

一种教学方式的讲师很容易让学生泄气，最终缺乏参与课堂的

兴趣。就教学方法而言，今天仍有许多大学教授使用以教师为

中心的方法，将自己置于学科大师的角色。还有，Bury和 Ray

（2008）在他们的论文中也表达了对整班教学法的看法，这种

方法也被称为指导法。他认为这种方法不是很有效，因为它只

是反映了教师的角色，而不是学生，使学生很容易失去与教师

的互动。然而，在各种教学方法中，这种整班授课在某种程度

上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教学技术，因为它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多

数或所有的大学教师经常采用，不管是什么学科（Brown 和

Atkins，1988；Titsworth，2004）。此外，教师的专业能力、

授课技巧和教师的态度也同样影响学生的注意力。具有丰富教

学经验和高教育水平的教师比其他人更能打动学生。由于他们

的教学经验，他们在课堂上更灵活地使用技能和教学方法来保

持学生的注意力，并且凭借其知识来源，他们可以处理学生在

课堂上提出的任何问题。Rahiminia等（2020）进行了一项研

究，通过这项研究，读者了解到教师丰富的知识来源和对教学

内容和信息的深刻理解在控制学习者的注意力和提高教学质

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就态度而言，可以理解的是，如果教师

带着热情、友好的态度来到课堂，让学生感到他们是平易近人

的，学生就会感到舒服，对课堂更感兴趣。Shah（2009）曾经

说过：“从态度意义上来看，教师人格是教师行为中的一个重

要因素，它对学生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第 1页）。

3 解决方法

一旦教师承认所有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可能干扰，就很容易

找到解决方案，通过使用各种必要的教学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

负面影响和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理解，充分利用学生延长的注意

力范围。下面的解决方案是针对教师的，希望他们能找到新的

教学方法来提高他们和学生的课堂积极性。此外，下面的解决

方案是基于作者的个人经验，并希望这些将适用于所有不同学

科的教师。

3.1提高学生的兴趣

学生学习动机减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

学生在课堂上缺乏热情。教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至

关重要，这意味着学生有良好的学习意识。当学生确切地知道

他们将在课程后获得什么，以及他们可以在现实中应用什么知

识时，他们的热情和主动性将使他们长期保持兴趣。

3.2因材施教

学生的水平应该永远是教师制定任何课程计划的基础。课

程内容的水平不应该高于或低于学生的能力，因为这很容易挫

伤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对课堂失去兴趣。理想的课程计划应

该包括与学生前一课相关的额外信息，以扩展他们在同一主题

上的知识。此外，新课的知识应该仔细选择，这样学生就不会

不知所措，同时与他们已经学过的材料有关。通过联系和选择

所有材料，学生有更多机会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同时在课堂

上保持注意力。

3.3给出明确的指示

课堂上的所有说明都应该以班上所有学生都能理解的方

式呈现。教师还应根据学生的水平，使用适当的语言、演讲速

度和手势，以确保教师的授课意图完全传达给课堂上的所有参

与者。

3.4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开展各类学习活动

教师应该避免在课堂上重复同样的教学策略。因此，为了

保持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课程应该以“各种听觉、视觉和

动觉技术”进行（Gerschler，2012）。不仅仅是教学方法，让

学生体验不同的学习活动也是防止厌倦和注意力不集中的一

个可取的解决方案。如果学生不断地通过小组活动、游戏、角

色扮演等不同的活动来完成任务，他们会感受到学习方法的多

样性，并对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更加好奇，这将有望帮助他

们保持热情，增加他们的信息记忆。

3.5与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建立良好的关系

许多教师现在与学生的家庭有良好的联系，这将有助于他

们方便地与家长沟通学生的学习过程。随着不断地交流，家长

和老师都可以密切观察学生的学习情况，并做出适当及时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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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此外，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家庭问题，即使老师可能不会

对学生的家庭环境做出太大的改变，但如果他们理解并在需要

时鼓励学生，就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关心和同情。通过这样做，

教师逐渐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可能及时给予鼓励和安

慰，以保持学生的精神和热情。

3.6不断向学校管理系统提供反馈

除了关注课堂教学，教师还负责保证学生有最舒适和方便

的学习环境。无论何时，如果有像灯光系统、制冷系统、投影

仪这样的仪器损坏，教师应该尽快通知维修负责人。就教室设

施而言，所有的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即使它们看起来微不足

道，但也影响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例如，如果投影仪坏了，

教师在授课时会受到限制，学生看不到任何视频、剪辑或演示，

这不仅会影响课堂的有效性，还会影响学生上课的积极性。

3.7提高教师自身的知识水平

随着世界的快速发展，知识也在不断更新。为了给学生留

下深刻印象，并能够处理他们所有的随机问题，教师应该为自

己储备丰富的信息来源，包括旧的和新的知识来源。不仅仅是

知识，教学方法也应该不断创新。这将使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能

力更有信心，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4 结论

保持学生的注意力对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动

力，如果需要的话，教师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好。即使无数的因

素会影响学生保持注意力的能力，也有解决办法。上面给出的

解决方案可能不是处理所有注意力分散的最佳方法，尤其是那

些无法控制的，但它们可以是教师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并最大

限度地延长学生注意力的方法之一。建议教师尽其所能运用各

种可能的方法。此外，当一种方法失败时，教师不应该气馁，

因为只要对这个职业保持热情，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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