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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社会各行各业的变革。作为

社会的子系统，教育也面临着数字化转型，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引起了整个教育系统的变革，对大学生的

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大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以来，在大学生群体中一直

存在着接受式学习、应试学习的学习风气，极大地阻碍了学生的成长与进步，饱受社会诟病，面对新形

势对其提出的高要求，大学生必然要实现学习方式的转变。本文审视了大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所需条件，

从政府、学校、教师以及大学生自身这四个主体维度出发提出相应的建议，为大学生学习方式转变提供

有效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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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ra,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virtual reality and 
other smart technologies has triggered changes in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s a sub-system of society, 
education is also fac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has caused 
changes in the entire education system, placing higher demands on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stu-
dents’ talents and new demands on the way they learn. For a long time, there has been a learning 
culture of receptive learning and test-taking in the college student population, greatly hindering 
the growth and progress of students, full of social criticism, in the face of the new situation put for-
ward by the high demand, college students are bound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arning 
mod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styl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rom the four main dimensions of the 
government, schools, teach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themselves to provide effective idea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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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继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之后，现今，人类已经迈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数

字技术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技术正悄无声息地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过程，在政治、经

济、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理所当然地也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融入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

并且拥有了一个新的名词——“数字教育”。数字教育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教育信息化阶段和教育

数字化阶段。教育信息化是数字教育的基础，数字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和特殊形态[1]。教

育数字化，简言之，就是将数字技术引入教学、学习、评价、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全要素、全流程、

全领域改造，从而引发基础教育整体变革的过程。于“教育数字化”而言，2022 年可谓是关键一年。2022
年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10 月，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

写进党代会报告，这表明教育数字化已经成为教育的发展方向，成为教育变革的一个重点主题。教育数

字化转型，主要涉及到“教、学、管、评、测”这五个关键环节，其中的“学”即涉及到学生的学习环

节。因此，结合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对大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进行探究是十分重要的。 
“学习”是教育学的逻辑起点[2]，数字化所催生的教育转型也必将引起学习样态的整体变革，学生

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获得成长与发展，而学习方式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因此，面对教育数字化转

型对人才定位提出的新要求，分析大学生学习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对于提高

大学生的学习质量，促进大学生可持续学习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学习方式是一个综合多维的概念，目前学界没有统一的定义，大多数学者认为学习方式指学生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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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学习任务程时基本的行为和认知取向，[3]是学习策略和学习倾向的总和。学习方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

只是随着时代、教育的发展，学习方式也应得到优化。 
数字经济时代，人才的能力结构面临着更新与调整，对大学生的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较之

传统高等教育中注重知识系统性学习，培养具有反思能力、问题意识与解决能力、系统思维能力、批判

性思维等高级思维能力的人才，更加成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的方向[4]。而传统的学习方式把学习建

立在人的客体性、受动性和依赖性的基础之上，忽略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3]。它使学生的学

习活动呈现出单一的、他主与被动的典型特征，这显然已经不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人才培养、人

才素质的新要求。加拿大教育改革专家迈克尔·富兰也曾清楚地总结了传统学习方式的吸引力逐渐下降

的一方面原因：他认为传统学习由于过度强调既定内容知识的静态掌握，与现实生活毫无关联，学生难

以在知识和现实生活之间构筑有效联系，进而导致学生难以学以致用，导致学生依旧获得的是读、写、

算(3R)大工业时代的学习结果，与今天的就业市场需求格格不入，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难以确保美好的

未来[5]。 
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短期离职率高等社会问题已经暴露出大学生素质与就业市场不适配的问题，

在终身学习、数字化素养与技能成为高频热词的今天，大学生转变传统的学习方式势在必行。教育数字

化转型应赋能教育应对数字时代转型下的人才定位变革与教育需求，以教育数字化转型助力学习样态变

革[6]。 

3.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学生学习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存在的问题 

3.1.1. 接受式学习弱化了学生的能力 
接受式学习是指教师直接向学生呈现材料以令学生掌握现成知识的一种学习方法，教师是知识的给

予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长期以来，接受式学习不仅存在于以升学为目标的中小学，在高校中其实

也十分普遍。在大学课堂上，虽然也会采用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成果汇报等学习形式，但是这更多是作

为一种辅助学生学习的手段，课堂的多数时间依然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并且这种现象在人文社科类专业

更为普遍。但即使是在需要实验的理工类专业，很多时候，学生也只是按照课本或者教师的指令直接进

行实验操作。虽然接受式学习能够极大地利用好课堂时间，提高课堂效率，但它也导致学生对知识的独

立探索空间十分有限，抑制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弱化了学生的能力。有研究结果反映，因受“应

试教育”的影响，即使是在应用型本科高校，仍有部分学生受制于被动接受学习的局面[7]。 

3.1.2. 应试学习束缚了教育的视野 
有调查数据显示，受实用主义知识观的影响，学生过于追求学习效果最大化和学习过程快速化，部

分大学生的学习呈现出“应试学习”的特征[8]。其表现形式之一即一到考试周，图书馆、教室等学习场

所的位置“一位难求”，备受欢迎。旨在测试学生学习成果的考试最终却沦为了一场学生之间搜集信息、

整理资料、快速记忆的能力比拼[9]。这种应试学习方式背后反映出学生对于知识积累的无所谓态度，这

不仅无助于学生对于所学知识全面地、有意义地构建，也对其专业能力的培养毫无益处。应试学习将学

习指向应试的天地，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教育的视野。 

3.1.3. 不当的学习方法与策略阻碍了学生的进步 
学习的主体是学习者，表面看来这件事的成败在于学习者自身的做功，似乎不需要太多的指导，然

而学习是一个持久、专门的过程[10]，尤其是在要求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今天，恰当的学习方法与策

略对于学生的可持续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大学生来说，各种电子设备的使用是非常自由的，这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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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学习提供了许多便利。然而，现实中，大学生进行学习时却出现了种种问题，有研究明确指出，

许多大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被禁锢于传统教学之中，找不准自己的角色定位[11]。首先，获取知识

的途径比较单一，无法充分利用好在线教学资源；其次，沿用中学时期的学习方法与工具，较为传统且

单一，没有与当前的学习目标相匹配，学习效率偏低；最后，没有掌握关于学习策略方面的系统知识，

在学习活动遇到障碍时无法组织适当的策略去解决。 

3.2. 原因分析 

3.2.1. 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 
在基础教育阶段，讲授性教学因其系统、高效等优点成为我国主导的教学方式，在这种模式中，学

生的学是以教师的教为中心来进行，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的机会，没有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这个长期

反复的过程中，学生形成了接受学习的学习方式，拥有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惯性，这种学习惯性在

其进入大学后依然稳固地存在着，甚至于被进一步强化。接受学习并不等同于机械学习，在接受学习的

过程中学生也能做到有意义的学习，但是高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最高层次，它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不

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培养具有开拓能力，能够适应现代科学

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要求的各类工作人员，高校中存在的接受式学习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3.2.2. 学习的内部动机不强 
清华大学史静寰教授主持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调查项目将学习动机划分为自我生

发型动机和社会规范型动机，自我生发型动机属于学习的内部动机，它对于学习起着更大的正向作用[12]。
然而，在大学生群体中，许多学生存在着内部学习动机不强的问题，学习活动呈现出“外促”的特点，

长此以往，大学生的学习目的逐渐偏离，由自我提升与发展转变为完成课堂任务、达到教师要求、获得

相应学分等，使得学习笼罩在功利主义的色彩之下，应试学习的学习方式便产生了，应试学习的背后反

映着极其不可取的、畸形的学习价值观，严重降低了学习的质量。 

3.2.3. 缺乏学习方式的有效指导 
在高校课程设置中，专为指导大学生进行有效学习的课程几乎没有，学生获取相关的知识主要是通

过专题式或讲座式的策略知识普及以及互联网上零散的了解，这导致学生无法系统地形成有关学习方式、

学习策略、学习方法等的知识网络。并且，在高校的课程教学中，教师似乎更倾向于知识和技能目标的

达成，把注意力放在知识的讲解和传授上，而对于指导学生如何学习、教授学生一些学习的策略和方法，

或者让学生体验学习的过程方面普遍有所欠缺[13]。甚至研究者们已经总结与提炼出了很多有效的学习策

略，但却尚未形成能够实际采用的教材[14]。学生在学习方式的系统学习上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学习效率的低下，他们通常无法灵活地运用多样化的学习策略与方法去解决学习上的问题。 

4. 转变策略 

学习方式的转变，转变的是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策略等各个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

的方面，是要由单一的、他主与被动的学习方式转变为以自主、探究、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多样化学习方

式[3]。这种转变与外部力量的支持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形成多方合力，搭建好大学生转变学习方式的

支持系统是至关重要的。 

4.1. 政府：立足当下，动态升级服务 

自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要求后，教育部积极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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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良好的数字化学习环境，使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学生的学习越来越呈现出

开放性、虚拟性等特点，学习渠道的拓展与知识获取途径的增加也为大学生转变传统的学习方式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国家为学生提供的数字化学习环境尚未完全发挥其作用。2022 年

3 月 29 日正式上线的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简称为高教平台)，汇集 2.7 万门优质慕课、虚拟仿真实

验以及 6.5 万余件教材、视频等各类学习资源。事实上，在国内，大学生对高教平台的使用率并不高，

甚至有部分学生对此一无所知，依然依赖于传统的课堂与书本来进行学习。因此，政府应该立足当下，

动态升级服务，首先，要加大对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宣传力度，让学生“用起来”。其次，要动态管理上

线的课程，一方面继续吸纳更多优质课程，另一方面，要持续不断地更新课程，使其随着时代和形势的

变化而发展。最后，在数字化时代，学生有学习主动性、能动性以及自我探究的诉求，政府应加强信息

化智能化设施建设，利用具体的大数据技术、VR 技术等智能技术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为其提供良好的数字化学习条件，使得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信息平台进行知识的发现

和建构[15]，实现学习方式的转变。 

4.2. 高校：因时而变，变革相关制度 

数字化时代对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出了新的标准与要求，高校理应对此做出反应。在大学生群体中出

现的应试学习盛行不衰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高校评价制度与课程考核制度的一种回应[9]。目前，

在绝大多数高校中，学生评价制度是以学业成绩为主的，虽然也有品德、实践等其他方面综合素质的评

价与考核，但是在整个学生评价制度中其占比远不如于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在学生的学业成绩中也是以

学生的期末考试分数为主。这种课程考核制度与学生评价制度为应试学习提供了滋养的土壤[9]。因此，

要促进学生转变应试学习的方式，高校必须转变价值立场，变革不合理的制度，以培养与激发学生学习

的内部动机，使得学生的学习活动更加指向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第一，要将价值立场从“学校管理者为

先”转变为“以学生为本”。高校应该站在以学生为本的立场，思考能真正评价学生学习效果、引导学

生发展进步的考核与评价制度，使教育回归育人本真，更好地发挥大学培养人才的职能。第二，在课程

培养方式上，要更新教育理念，实现理论实践课程一体化，由“学中做”向“做中学”乃至“做中思”

发展，突出学习过程对学生通用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平衡学生对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的认知[9]，促进其

由应试学习者向知识的主动构建者转变。 

4.3. 教师：精准定位，创新教学方式 

学生由于先前条件、学习目标、兴趣领域、接受方式等不同，其学习需求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因此，

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是无法与学生的学习需求相匹配的，教师应该转变教学方式，实现“以教带

学”。第一，强化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教师应该挖掘学生的学习需求，为学生提供多样的选择，摆脱

模板式教学的困境。如果学生的学习目的在于满足自身的需求，他在整个学习过程会更加具有能动性与

自主性。因此，教师的第一步应该是了解学生的需求，可以通过传统的观察法、谈话法，也可以利用学

情追踪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对学生的基本学习需求具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教师再根据现代多样化的

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多样的选择，丰富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促进个性化学习。第二，教师应该思考

课堂教学方式的创新，不再采取单一的讲授式方法，把学习交给学生自己。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使用更

多智能化教学工具，例如“雨课堂”“CCtalk”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也可以进行自身的角色转换，

即从知识的给予者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的支持者，更注重学习氛围的营造和经验指导，促使学生由接受

学习者转变为主动探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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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学生：端正目的，谋求个人发展 

转变学习方式的关键在于学习者本身，第一，学习者要树立正确的学习观，端正学习动机，去除功

利主义学习色彩。对于个人来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发展与进步，若是偏离了这个目的，学

习者将会陷入到危险之中，若是学习对学习者自身的长进毫无作用，那么这种学习一定是无用的。因此，

大学生应摆脱应试学习的不良风气，注重知识的积累与应用。第二，主动去学习与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与学习策略，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第三，在数字化时代，学生应关注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关注时代

对人才素质的提出的新要求，利用好国家、学校与社会提供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

去引导与锻炼自己。 

5.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的发展方向之一，毫无疑问对大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本文分析了大学生学习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从政府、高校、教师以及大

学生自身四个主体层面出发提出具体的转变策略，如政府应立足当下，动态升级服务；高校应因时而变，

变革相关制度；教师应精准定位，创新教学方式等，为增强置身于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大学生在学

习方面的适应性、提升大学生的学习质量与效果、促进其人才素质的提升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帮助。 

参考文献 
[1] 窦尔翔, 徐蕴峰. 教育数字化: 教育新基建, 开启教育信息化新篇章[J]. 智慧中国, 2023(5): 40-43.  

[2] 瞿葆奎, 郑金洲. 教育学逻辑起点: 昨天的观点与今天的认识(二) [J]. 上海教育科研, 1998(4): 15-20+6. 

[3] 孔企平. 论学习方式的转变[J]. 全球教育展望, 2001(8): 19-23.  

[4] 郭绍青, 柳瑞雪. 构建教学数字化服务体系赋能大学生学习方式变革[J]. 大学与学科, 2022, 3(4): 90-100.  
[5] Fullan, M., Quinn, J. and McEachen, J. (2018) Deep Learning: Engage the World Change the World. Corwin Press, 

Thousand Oaks.  
[6] 张敬威, 王珏. 教育数字化转型下学习生态建设的定位与路径——基于他异技术转向的学习样态变革[J]. 东北

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 67-75+127.  

[7] 金方婷, 王佳林, 万云仙, 等.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策略分析[J]. 就业与保障, 2024(2): 169-171.  

[8] 郭峰, 苑健, 牛欣欣. 论高水平本科教育语境下大学生学习文化生态的优化[J]. 江苏高教, 2021(8): 85-93.  

[9] 白钧溢. 本科生学习方式变革的应试阻碍与制度突破[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22, 38(3): 91-103+120-121.  

[10] 裴新宁. 提质增效的关键在于改变学习方式[J]. 人民教育, 2022(1): 29-32.  

[11] 李璎昊, 赵中华, 邢欢, 等. 混合式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融合路径研究与实践[J]. 大学, 2024(11): 
185-188.  

[12] 张华峰, 史静寰, 周溪亭. 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中国大学生学习动机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1, 42(4): 
141-148.  

[13] 李翠泉, 钱兵. 大学生学习方式: 现状、成因及优化策略[J]. 教育导刊, 2016(8): 58-60.  

[14] 张大均. 教育心理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15] 郭红霞, 魏含玉.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学习方式转变与学习服务环境构建[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9(2): 
108-11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486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策略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Learning Mode Changing Strateg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3.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学生学习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存在的问题
	3.1.1. 接受式学习弱化了学生的能力
	3.1.2. 应试学习束缚了教育的视野
	3.1.3. 不当的学习方法与策略阻碍了学生的进步

	3.2. 原因分析
	3.2.1. 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
	3.2.2. 学习的内部动机不强
	3.2.3. 缺乏学习方式的有效指导


	4. 转变策略
	4.1. 政府：立足当下，动态升级服务
	4.2. 高校：因时而变，变革相关制度
	4.3. 教师：精准定位，创新教学方式
	4.4. 学生：端正目的，谋求个人发展

	5.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