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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大学生成长规律研究 
——“95 后”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分析与思考 

◆李  毅 1  唐  丹 2 

（1.西南交通大学 学生工作部；2.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1756） 

 
摘要：“95 后”大学生是在校大学生的主力军。现阶段“95 后”大学生

所呈现的学习源动力不足、学习主动性欠缺、学习缺乏系统性和探究性

等问题值得深思。学生的学习行为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新时期，

增强学生主观的学习动力、培育学生学习新思维、加大学校环境的建设

力度、塑造教师主导新角色、引导网络平台的合理使用、营造虚实结合

新场域，提升“95 后”大学生的学习行为能力，助力高校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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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做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
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育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成才规
律。”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关乎新时代人才的培养，新时期要探究
大学生成长规律，就需要对大学生群体的学习行为特点进行总
结。当前，“95 后”是在校大学生的主力军，其学习行为总体上
是积极向上的，但部分大学生的不良学习行为仍值得深思。如何
评价 95 后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其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
何有效控制 95 后大学生的学习行为、怎样让“95 后”大学生能
够按照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向去学习，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关注的
重点。 

一、“95 后”大学生学习行为概述 
1.学习行为 
学习行为是指学习者在某种动机指引下为获得某种学习结

果而进行的活动总和。国内外学者对其都有一定的研究。古德
(Thomas L. Good) 、杜勃鲁(Durbrow)、布罗菲(Jere E. Brophy)等人
通过实验研究认为学习行为是影响学生学习结果的关键因素。加
涅（Gagne）认为，人类的学习是复杂而多样的，学习行为遵循
学习者内部心理和外部条件。与国外有关学习行为的研究相比，
国内的学习行为研究比较零散。姚纯贞认为学习行为是学生学习
动机、学习态度、注意力、策略运用的综合。学者、专家对于学
习行为的内涵虽然一直没有统一且明确的定义，但是也存在一些
共识，即学习行为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下展示出来的对某种知识掌
握的学习行动的总和。大学生学习行为是大学生在不同环境下对
学习不同的知识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素质。 

2.“95 后”大学生学习行为的现状 
“95 后”是对比“80 后”“90 后”的相对性概念，是一个

群体代名词。作为目前高校大学生的主体，“95 后”大学生的学
习行为不单单是个体差异带来的不同，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学
校现状等因素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行为。总体情况来看，“95
后”大学生的学习行为状态还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但同时也存在
明显的问题：学习动机不纯正；学习行为习惯不佳；学习过程中
缺乏思考，提问的积极性不高；对课程选择性极强，过分追求结
果而忽视了学习知识的过程。同时，互联网带来的碎片化学习方
式，自由开放的学习平台，平等双向的知识获得路径等因素使课
堂上的 45 分钟的效率很难达到“90 后”大学生所能达到的课堂
效率，并且一般的课堂根本不能满足“95 后”大学生学习和探
索的需要，学生在课下持续学习成为“新常态”。当下，对“95
后”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引导、学习态度的规范、网络学习平台的
使用以及各项学习能力提升不可忽视。 

二、影响“95 后”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因素 
1.学习源动力不足，学习主动性欠缺 

对于刚跨入大学校门的“95 后”大学生而言，似乎拥有了
完全自我的自主权，学习态度也随之放任。一方面很多大学生学
习状态被动，没有合理的规划大学生活，学习源动力不足，学习
投入度低，致使课堂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抄袭、等现象频频出现。
另一方面，学习主动性欠缺。不善于主动运用学习新工具，学习
交互能力薄弱，学习效率低。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
步，“95 后”大学生面临更多的诱惑与挑战，加之自我管理能力
的薄弱、新鲜事物对其注意力的解构，他们在思想上逐渐松懈，
对学业抱以应付的心态，缺乏自主学习的习惯。新时期，要提升
“95 后”大学生的学习质量与效率、建立良好的学习行为，对
其学习动机的引导、学习主动性的培养、自我管理能力的加强必
不可少。 

2.复杂网络环境下的学习，缺乏系统性和探究性 
信息时代以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都在发生巨变。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程度的加深，延伸至教
育领域的变革也不可避免，大学生学习的课本知识点存在于各个
“网点”的知识碎片中，诸如海量的微课堂、众多的学习 APP、
冗杂的网站资讯等。网络环境为大众提供了新的知识、讯息获取
渠道，其开放性、互动性、虚拟性、共享性等诸多特点，凸显出
了网络平台及其资源的复杂性。它在给当代大学生提供便利的同
时，各种挑战也裹挟而至。一方面，网络环境下的碎片化学习使
得部分“95 后”大学生的思想狭隘化，缺乏对信息的理性分辨，
接收的信息难以形成系统化的体系。另一方面，网络环境中大量
学习工具性的出现，要求大学生具备知识的迁移能力和提升实践
化能力，形成探究性的学习行为。然而现状是，网络平台的信息
严重超载，“95 后”大学生对有效资源的利用能力不足，其网络
学习行为只停留在表层上，且并未将网络学习的知识与实际生活
联系起来；加之，网络娱乐资源诱惑，对于自控能力较弱的大学
生而言，根本无法实现系统性和探究性学习。 

3.学校相关支持度有限，客观制约学习行为 
学校是学生学习行为发生的重要场所。一方面，学校的基础

设施、专业课程设置、校园文化建设、学校的规章制度等客观因
素，对大学生的学习行为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学习
场所基础设施的完备，图书馆学术资源的质量；课程设置应该兼
顾各个学科；课程展现方式兼备幻灯片、文本、视频等。另一方
面学校相关的教育管理体制在支撑生师互动的力度与频度不够，
高水平的教师由于科研任务繁重，致使投入在教学上的时间相对
减少，影响与学生进行良好的生师互动。此外，教师的专业素养
和教学方法也是重要因素，传统教学的“填鸭式”模式，忽视了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互性，即便部分教师虽注重学生的交流，但
是互动范围往往仅限于课堂上表现活跃的或者学习成绩较好的
部分同学，大部分的“95 后”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互动、缺少
答疑；教师教学活动设计不够丰富、内容比较单，一定程度上导
致学生缺乏学习兴趣；教师在大学生主动合作学习中的指导欠
缺。 

三、改善“95 后”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建议 
1.增强学生主观的学习动力，培育学生学习新思维 

良好学习行为的发生，是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明确的学
习动机、适用的学习方法、端正的学习态度、先备的学习能力、
适宜学习环境等等。这些也都是其学习源动力的构成部分，具体
包括学生自身的学习求知欲、兴趣、好奇心、知识需求度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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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价值的实现等，也囊括一些外部因素，诸如家人的期望、老师
的表扬、朋辈的尊重等。这就需要“95 后”大学生增强学习动
力，以“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明确学习目标、优化学习
行为，善于提升自己的学习策略。同时，形成新时代学习的新思
维。当下大部分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
的学习方式是相当局限的。作为新时代的“95 后”大学生，应
注重自身“关联思维”、“链接思维”、“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特
别是在在线学习资源的利用、在线学习平台的使用、创新性比赛
的参与上，举一反三，突破线性学习的局限，拓展学习的广度。 

2.加大学校环境的建设力度，塑造教师主导新角色 
学校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是影响学生学习行为的重要客观

因素。学校应加大对教育教学软硬条件的投入力度。一是优化学
校现有的学习环境，包括图书馆藏书资源的丰富、开辟自主学习
室、教学媒介的更新等，为大学生的学习供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
教学设备、网络装置等硬件条；二是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加强
教师队伍的建设，为学生的就业发展提供指导与帮助、帮助学生
应对经济问题、学业问题等；三是提升校园文化的建设力度，为
“95 后”大学生的学习提供良好的学习风气。当前，教师是“95
后”大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者、有效学习的引导者、学习方法的
教授者，塑造教师主导角色的塑造不可忽视。教师在与时俱进地
提升自我的同，要抛却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挖掘学生的潜能，
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自主构架学习体系。 

3.引导网络平台的合理使用，营造虚实结合新场域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 43 次）显示，截止 2018 年 12 月，网民

规模达 8.29 亿。网民以中青年群体为主，20-29 岁网民占比最高，
达 26.8%。网民中学生群体最多，占比 25.4%。数据显示，“95
后”大学生成为网络使用者的中间力量。网络学习平台是学生学
习场域的新延伸，而网络资源极具复杂性，一是要求“95 后”
大学生具备一定的信息筛选能力、分辨能力，合理利用网络平台
进行学习；二是高校信息化建设进程也应提上议程、积极推进，
依托网络数据终端技术辅助教学；三是利用虚拟技术为学生创设
新的学习环境，需索高校开展的“微课”、“慕课”、“弹幕教学”
等，正是虚拟现实技术融入学情景化学习的体现。对网络平台资
讯的合理利用，营造虚实结合新场域，有利于打破“传统”与“虚
拟”教学的壁垒，体现了师生之间的交互性和对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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