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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优良学风的方法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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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的学风建设事关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成败，事关学生培养质量的高低，这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是衡量

学校教学科研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学校高质量发展及推动“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举措。因此，培育新时代学

校优良学风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学校推动“三全育人”，贯彻新时代学校立德树人宗旨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优良学风；建设；措施

1 学校学风建设的价值

学校的学风建设不仅是学校发展改革、建设一流本科、

建设一流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促使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举措。培育优良的学风更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关键环节。学校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优良学风，促使学生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更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重要体现。学校的学风建设对学校内部治理、教学管理水

平、师资水平、社团组织管理等有着重要影响。优良学风离

不开学校顶层管理、教师教学、学工管理等方面的共同支持。

努力形成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教师课堂积极引导、学生自觉

参与的优良学风，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制度措施环境、管

理环境和校园文化氛围等等，以培育优良学风为切入点，最

终形成“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三全育人”全新格局。

2 国内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新时代学校学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教学方面的问题，还

在学校校园文化环境的塑造、培养学生爱国奋斗、追求卓越

的精神及弘扬诚信的道德风尚，具有积极的作用。明确大学

学风建设目标是搞好大学学风建设的前提。培育优良校风和

学风的最终目的在于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入耳入脑入心，转

化为当代青年学生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促进当代青年学

生的成长成才。目前我国国内探讨学风建设的文章一般从学

生自身、学校、教师、制度等几个层面来探讨建设学风的重

要性。培育优良学风需要学生自愿参与、学校高度重视、教

师积极引导、学工严格管理，示范榜样带动，协同合作。

3 学风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

3.1 学生迟到旷课现象频发

学生的本职是学习，按时上下课，本该是学生的第一任

务，但在学校，学生迟到旷课的现象却频频出现。极个别学

生有过逃课的经历，只是次数不同、频率不同而已。更令人

担忧的是，逃课心理很容易扩散，易一个人带动一个寝室，

一个寝室带动一个班级。一些本来按时上课的学生看到身边

的同学逃课，很容易也变得懒惰。在某些老师较少点名的课

上，甚至会出现人数不足一半的现象。造成学生迟到旷课的

原因有很多，如熬夜玩游戏或沉迷其他娱乐导致早起困难、

对某些课程的重视程度不高、因忙碌其他活动而缺席课堂。

3.2思政课等基础课受重视程度不高

通识基础课传授了学生应当掌握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

基本理论、数电物化等课程的基本技能。基础课有其重要性、

必要性，当今学生通常重视专业课，而部分同学把专业以外

的其他课程称为“水课”，这种错误想法导致学生常常完成

了一整个学期的学习，却仍然对这门课不了解。思政课等课

堂上，学生缺勤的现象明显多于专业课，玩手机、不听讲的

情况也更为严重，更有甚者直接把笔记本电脑带去课室，明

目张胆地上课分神。即使学生在学习，也经常是忙于学习其

他科目的内容。

3.3没有系统并深入地学习知识

学业成绩固然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生的学习状态，

但成绩好却不一定代表系统掌握了知识。纵观学生平常的学

习状态，可以发现部分学生听讲的专注程度不高，一节课堂

往往并没有能够接受大量的知识点，而是通过课后做作业、

背例题的方式来学习。没有注重每一步的积累和每一日的提

高，寄希望于考前的几日几周临时突击，对于瞬时记忆而取

得的成绩心满意足，没有强烈的求知欲，并不追求深入学习

知识。懂做题，但是不懂原理，不懂知识，这个现象在每个

专业都存在。

3.4部分学生缺乏理想信念

当代的青年学生在大学期间正处于“三观”的形成关键

阶段，纷繁复杂的信息大量涌入校园，微时代、网络时代的

来临无疑会使当代青年学生在信息加工处理当中出现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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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倾向，比如一些青年学生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等倾向，部分学生甚至信奉学习无用论；一些学生

仅将学生活作为踏入社会的缓冲跳板，在大学期间过于放纵

自己，无所事事，将宝贵的时间用来休闲和游戏等，结果可

想而知，浑浑噩噩度过四年，导致自己拿不到毕业证。这些

无疑阻碍了大学教育功能的发挥。

3.5 制度层面的缺失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工作的推进实行必须要

有制度的保驾护航。学校的学风建设尤其需要制度来保障实

施，这就需要学校的领导层针对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顶层设

计，来制定学风建设的相关贴合本校实际的措施。

4 学校培育优良学风的基本思路和具体策略

4.1 开展主题教育

在学校师生当中积极开展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诚信教育、清廉教育等，让当代学生真正理解的价值观对自

身学习生涯乃至今后人生道路产生巨大影响；让广学生了解

生命的价值在于奋斗、在于创造自身的价值；让学生认识到

大学时光的重要性，大一到大四的四年时光的紧迫性与重要

性，要求他们珍惜时间，把有限的时间进行合理的规划，发

挥学习的最大效能。

4.2 抓新生教育

新生入学培育优良学风的重要阶段，抓好新生入学教育

对新生的学生活至关重要。新生入学教育阶段，除却军事技

能和军事理论训练以外，应该举办一些关于学生学习方法、

职业规划、理财规划等系列主题讲座，以丰富大一新生的课

余生活[4]。大一是学风养成的重 要阶段。良好的习惯一旦真

正养成，就会给学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进而使整个大

学的学习生活定好基调。学校通过举办各种校园主题文化活

动、新生主题班会、新老师生交流会的形式，加强对新生的

学风教育。进一步探索新生的适应性问题，找出相应的解决

措施，也要相应开展教育活动，如新生团体心理辅导、新生

谈心谈话等，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的阶段性问题，为学习活

动的展开排除身心的阻碍。

4.3党建引领育人

学校的党建工作比如学生的入党推优等工作，对大学的

学风建设工作具有政治引领的作用，而学生党支部建立在学

生生活的社区当中，充分发挥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先锋模

范作用，在学风建设中发挥自身力量，在社区工作中处处亮

明身份、表明态度、树立典型的榜样，积极带领学生建立良

好的学风，营造良好和谐的社区环境。学校的党建是学校学

风建设的有力抓手，学生是学校优良学风建设的主体和内部

的动因，我们应该把在学校学风建设过程中，把政治立场坚

定、学习优秀、综合能力强的学生吸纳到党组织中来，充实

党组织。

4.4建立制度“堡垒”

学校要制定关于学风建设的相关制度措施。在新生刚开

学时，应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学校的规章制度，通过新生主题

班会、学生年级大会等形式告知新生，如发现有违规违纪的

行为会及时处理并予以公示。并严格要求学生的行为规范。

教师、辅导员更应该以身作则，积极发挥自身引领作用，在

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将规章制度贯彻到底。将“全员育人、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理念同样落实到学风管理。

结束语

积极培育学校学生的优良学风是一项艰苦且长期的工

程，需要各部门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更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与教学、学校行政层面及学生日常管理的有机有效的结合，

需要学校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有机配合，上下共同关注、共

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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