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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学习心理调研报告 
◆周  奕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作为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活动主体的学生，其学习心理状况是影响

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高职院校学生学习心理的问卷调查数

据的统计分析和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归纳，总结出高职院校学生学习心理

的主要特点，特别是积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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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春天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今年
高职扩招 100 万的计划，这是高职院校招生政策转向的风向标，
同时充分体现了在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的今天，
国家与社会对各专业领域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正进入高
速发展的新时期，这也给我们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但是，众所周知，因为高考录取制度等原因，高职学
生的生源素质和本科院校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学习动
机水平和学习态度方面，这直接影响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质
量，因此，我们课题组成员对高职院校学生学习心理现状及特征
进行了调研与分析。 

1.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特点
本次调研的对象是课题团队所在高职院校的在校学生，涉及

多个院系和专业。采用的调查方法是通过网络发放调查问卷和面
对面访谈。将问卷调查情况和访谈内容结合起来，我们发现高职
院校学生学习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1.1 学习目的的职业性 
在调研中关于学习动机的部分，92%的学生表示选择高职院

校继续学业是为了“学到一门专业技能，未来能找到一份好工
作”，这个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在入学前已经选择好了未来的
职业，他们来校读书的目的是为将来更好的就业做好准备。这与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以就业为导向相匹配的，也反应了社会对
高职院校的认可与期待。 

1.2 学习过程的实践操作性 
在访谈中，同学们纷纷表示，中学阶段的死记硬背和填鸭式

的学习方式不能帮助他们很好的掌握专业实操技能，更多的时
候，他们需要反复的操作练习来帮助他们提高专业技能的学习效
果，当然，这也是建立在掌握了一定的原理知识的基础上。这表
明，高职学生专业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学以致用，用更熟练的技能
去解决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一般问题。高职学生学习过程的最
重要一个环节就是参加包含实习在内的各种社会企业实践活动，
在这类活动中巩固自己的基础知识，提升自己的实践技能。 

1.3 学习方式的半自主性 
在涉及到学习习惯的问题时，大部分学生表示课外时间很少

进行复习巩固，只有少量学生表示有复习和预习的习惯。同时，
大部分学生表示会在考前进行突击复习。由此可见，与中学阶段
相比，高职学生可自主支配的学习时间增多，这就要求他们能够
自主制定学习计划，自主学习，自主检查学习效果，但是由于高
职院校学生的心理特征所限，他们学习的自主性水平很低，大部
分学生无法脱离教师的指导和监控，因此只达到半自主性，这极
大的影响了高职学生的学习效果和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水平。 

2.高职院校学生学习心理特征
在对高职学生学习特点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

从积极层面和问题层面归纳了以下高职学生学习心理特征： 
2.1 积极特征 
2.1.1 学生求知上进欲较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专业知识和技能之外，大部分高职

学生表示希望能够通过高职三年的时间“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开阔视野，课余时间到社会上多锻炼”、“扩充一下自己的知识
面”、“把英语学学好”等，这说明高职生对多元的外部社会环境
充满了新奇感，渴望尽早融入，对综合知识和能力的获得有一定
的热情和动力，这是构成高职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内在因素，也
是推动学生构建积极学习行为模式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内在动力

特征。 
2.1.2 学生学习情感丰富，联想能力较强 
在与学生的面对面访谈中，我们感受到部分高职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会产生深刻的情感表现，学习顺利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愉悦
感，学习遇到挫折或者压力大的时候，会表现出明显的失落和懈
怠。这些丰富的情感表现其实是非常有利于老师动态了解学生的
学习状态的，也有利于学生本人的思维水平一直处于活跃状态，
从而帮助学生应对学生过程中遇到的不同情况，随时调整学习方
案，提高学习效能。 

2.1.3 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水平比以往有所提高。 
学习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成功完成学业任务所具有

能力的判断与自信。通过调查问卷，我们发现高职生的自我效能
感指数都很高。这表明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是充满了自信的，
这是非常正面的信号。这督促我们应该多多挖掘高职学生学习心
理的积极特征，并以此来鼓励同学们提升学习效果，开发学习潜
力。 

2.2 主要问题 
2.2.1 学习动机不当 
学习动机不当一般有两种表现，一是学习动机过强，一是学

习动机不足。外界普遍认为高职生的学习动机普遍不足，这种想
法是很片面的。就学习动机而言，高职生的主要问题是学习动机
偏强，且把物质追求的动机放在第一。这种动机模式极易受到外
界因素的影响，一旦物质吸引消失，学习动机也会消失。科学的
动机模式应是以自我成就和社会取向为首要，如此才能战胜学习
过程中的畏难情绪。学习动机的强弱是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重要
考察指标。 

2.2.2 学习策略使用不足。高职学生在学习策略方面的表现
存在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只有 20%左右的学生会采用深层学
习策略，而有 50%的学生没有任何学习策略，这直接导致了高职
学生的学习效率低下，在学习过程中易受挫。 

2.2.3 学生操作技能形成的心理发展水平较低 
高职学生在学习专业技能时，虽然掌握里理论原理和基本要

领，但总是无法内化，更无法自主应对学习情境的变化，这实际
上是学生操作技能学习心理水平较低的表现。具体表现为：无法
理解和掌握操作技能的要求，有的学生对精细的操作要求往往注
意不到而导致错误操作，有的学生对较复杂的技术问题无从下
手；动作失调，熟练度差，缺乏动作序列的连续性，达不到自动
化程度，失误较多 

3.高职院校学生学习心理的归因分析
高职学生的普遍学习特点和学习心理特征不是短期内形成

的，背后隐藏着很多深层次因素。外部因素对学生学习心理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方面，而内部因素对高职学生
学习心理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学习策略、学习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压
力方面。 

综上所述，对高职学生学习心理的改善应结合学生学习心理
的现状，在了解学生主要学习心理问题的基础上，从影响学生学
习心理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入手，有的放矢，提出有针对性的
改善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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