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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风的概念有很多种，主要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狭义的定义

主要是学生在校学习所形成的气氛和习惯，而广义的定义是指是各高校

的师生在一个长期的学习以及教学当中而渐渐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治学精

神和方法。而学风是学生在学习时的纪律、方法以及态度的综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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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学风简单来说就是学生们在学校学习时的风气，而学
风的好坏与否对学生的自身素质提升以及学校建设有着非常深
远的影响。广义的定义是指是各高校的师生在一个长期的学习以
及教学当中而渐渐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以及态度。
优良的学风会使高校的学习环境建立一个好的学术交流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之下的师生都能够主动去获取知识。 

一、目前高校学风的问题 
（一）目标不明确，积极性不高 
目前很多大学生的价值观受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响，从而

价值观发生了一些改变，实用和功利主义渐渐加强，在学术考试
当中，“及格”已经成为大多数学生对待学科的态度。而且近些
年来的就业逐渐增大，目前的高校的学生对考证、考研、考级非
常热衷，因而高校的学风变的越来越浮躁，而且高校的学生正被
“读书无用论”悄悄的影响着，在学校读书主要是混日子，上学
就是为了一张文凭等等消极思想正渐渐侵蚀着最新一代的中华
学子。有一些大学生尽管有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但是也是有着
功利色彩，把学习的好坏与毕业是否可以到一个优秀的、舒适的
以及有丰厚报酬铺的公司进行工作联系在一起。根据有关调查，
学生在学习的目的上，有 34%的人是想要一个理想的职位，12%
的人主要是想获取到文凭，还有 11%的人想要提高自身的社会地
位，10%是要报答父母，这些比率全部高于要报效祖国[1]。 

（二）学风建设的目标对象概念模糊 
各高校在进行基础学风建设的时候，其目标对象可以分为主

观目标对象和客观目标对象两方面。而学术界对于高校进行学风
建设的主要目标对象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总的来说可以归
纳成两类：单一主体论以及多重主体论。而目前的教育阶段，通
过对学风建设的相关调查研究已经渐渐明确了目标的主客体，但
对其工作对象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定位则尚待思辩。比如，一
些学校在实际进行学风建设时主要偏向于专业教师和学生，而有
的高校则是将建设工作的重点则放在辅导员的身上，从而忽略了
其他人在学风建设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像这类问题会使学校在进
行学风建设时很难找准关键所在。 

（三）对学风建设的多重维度的基础认识不完整 
在学风建设上，一些高校没有将工作重点落到关键之处，因

此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之后会造成学生抵触现象。其根本原因，
就是学校对建设学风的多重维度的根本认识不够。在自然界当
中，有一种共生效应，指一种植物在单独成长时，就会显得单调
而且非常矮小，而与众多与之相同的植物共同生长时，则会生机
盎然。植物与植物之间相互影响进而互相促进是共生效应的体现[2]。
因此，高校的学风建设的有关工作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其
所在学校的校风、党风、政风、教风、班风以及考风息息相关。
而学校学风建设则形成了一个共生系统，因此在进行建设工作时
需要把握好工作维度。 

（四）对学风建设的内在意义认识比较浅 
高校的相关学风建设可分为有形以及无形两个方面。有形的

一方面例如考试挂科比率、科研比率以及违纪率或者学生们的自
习以及上课等情况，这些看的见的往往会受到高校和社会的关
注。反之，拾金不昧、好人好事以及见义勇为的文明精神往往会

被忽略。 
二、促进高校建设的根本条件 
思想教育是学校进行学风建设从而促进学生进行全面发展

的根本条件。首先，高校始终秉持着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
及理想信念作为建设学风的核心内容。而良好的学习态度以及远
大的理想，正确的三观和对知识的求知欲都是大学生刻苦学习的
动力。目前大多高校都正在用邓小平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
一个和谐社会等一些列的国家战略思想教育来对大学生进行教育，
让他们能够把学到的知识能够转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3]。其
次，利用校园当中的宣传媒体，进行相关考风、考纪的教育，从
而引导学生树立一个公平竞争，诚信第一的思想观念，不沉迷上
网，而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当中去。因此，各高校要努力将学风
建设和思想政治的相关教育结合起来。 

三、学风建设的相关对策 
（一）对学风建设有一个理性认识 
提高学校学风建设的基本认识。高校学风的建设主体在不同

目标扮演的角色也不同也发挥了不同作用。比如教师的主要作用
就是教授知识，后勤主要做好服务角色，管理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积极对学风建设工作的开展提升自我本职工作的认识，明确自身
角色定位。 

（二）加强对学风建设的总体认识 
良好的学风建设不单是靠课堂教学、学生工作以及相关制度

完善的效果，而是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这些因素若是仅单
方面进行过度膨胀则会影响到其他因素正常发展。因此，针对有
关建设工作必须要创建一个全局意识。对于学校自身的学风建
设，各高校必须秉持一个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
提出了绿色、创新、开放、协调以及共享的发展理念。共享理念
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团结合作，最大限度发挥出人们的主观能动
性，增加凝聚力，以此做到思想统一，从而实现 1+1 大于 2 的成
效。 

（三）深挖学风建设的内涵 
学风是一种集学习风尚、道德品质以及治学态度为一体的具

有综合性的精神风貌。而各高校的学风建设是将原有的传统学风
向社会主义的理想进行转变和提高的过程。因此，在高校进行学
风建设的工作时就需要对其深层次的内涵进行挖掘分析，要明确
其学风建设的意义所在，结合立德树人等教育目的，为我国培养
品德良好的接班人，已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其次，要加强
思想信念教育，让教师发挥其带头以及领导作用。最后我们要对
知行合一予以重视，要善于运用知识。所谓“学而时习之”顾名
思义就是着重强调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对所学内容加以练习，
而且着重强调了凡事要进行实践，不能仅仅停留在“学”和“讲”
的初级层面。 

结论：综上所述，良好的学风，是一个高校文化底蕴的必要
因素之一。因此，对于积极建设高校学风的工作是必要的。但是
高校的学风建设并不是某个人的任务，而是需要全校师生共同为
此进行努力。创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共同为高校的学风建设
的相关工作尽一份自己的努力，为了学生自身的发展，为推动学
校学风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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