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5, 15(7), 23-27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176 

文章引用: 张雅丽, 杨凯. 激发高职院校学困生学习内驱力的策略研究[J]. 教育进展, 2025, 15(7): 23-27.  
DOI: 10.12677/ae.2025.1571176 

 
 

激发高职院校学困生学习内驱力的策略研究 

张雅丽，杨  凯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工程管理与物流学院，陕西 渭南 
 
收稿日期：2025年5月30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25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3日 

 
 

 
摘  要 

文章旨在探讨高职院校学困生学习内驱力的激发策略，通过对学困生现状及成因的分析，结合教育心理

学理论，从目标激励、兴趣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教师引导、同伴互助和校园文化营造等多个方面，

提出了激发学困生学习内驱力的具体策略。并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这些策略的有效性，以期为高职院校

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帮助学困生摆脱学习困境，提升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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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trategies for stimulating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truggling stu-
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struggling stu-
dent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proposes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stimulating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truggling students from multiple aspects, in-
cluding goal motivation, interest cultivation, improvement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teacher 
guidance, peer support,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sitive campus cult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trat-
egies is verified through case analysi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ducators in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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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colleges and help struggling students get out of their learning predicament and improve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overal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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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高职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

高职院校的学生群体中，学困生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高职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学困生往往缺

乏学习内驱力，表现为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方法不当、课堂参与度低等，严重影响

了他们的学业成绩和个人发展。学习内驱力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内在动力，对于学困生而言，激发其学习

内驱力是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1]。因此，深入研究如何激发高职院校学困生的学习

内驱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高职院校学困生现状及成因分析 

2.1. 学困生现状 

在高职院校中，学困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 学习目标不明确：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没有清晰的认识，学习缺乏动力和方向。 
② 学习兴趣缺失：对所学专业和课程内容不感兴趣，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课后不主动学习。 
③ 学习方法不当：缺乏有效的学习策略和技巧，学习效率低下，难以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 
④ 课堂参与度低：不愿意参与课堂讨论和实践活动，对教师的提问不积极回应。 
⑤ 作业完成困难：拖延甚至抄袭作业，考试成绩不理想，部分学生甚至出现挂科现象。 

2.2. 成因分析 

当前造成高职院校部分学生学习困难的原因有诸多方面，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自身、家庭影响及学

校环境三个方面，具体成因分析如下： 
1) 个人因素 
学习基础薄弱：部分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基础不扎实，进入高职院校后，面对新的知识体系和学习

要求，难以跟上教学进度，逐渐失去学习信心。 
学习方法不当：高职院校的学习内容更注重实践操作与理论结合，部分学生未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

如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缺乏时间管理意识等，导致学习效率低下。 
自我认知偏差：一些学困生对自己的学习能力缺乏正确认知，存在自卑心理，认为自己“天生不适

合学习”，从而放弃努力。 
2) 家庭因素 
家庭教育缺失：部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重视不够，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引导，导致学生在学习态度和

行为习惯上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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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压力：一些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产生焦虑情绪，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兼职等经济活动上，

忽视了学业。 
3) 学校因素 
教学方法单一：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以传统的“满堂灌”为主，缺乏互动性和趣味性，难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程设置不合理：部分课程与学生的职业发展需求脱节，学生难以看到学习的实际价值，导致学习

动力不足。 
校园文化氛围不足：校园文化活动缺乏针对性和吸引力，未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尤其是

对学困生的关注和支持不够。 

3. 学习内驱力的理论基础 

学习内驱力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知识的心理

倾向。根据教育心理学理论，学习内驱力主要包括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2]。认知

内驱力是指学生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和好奇心，是学习内驱力的核心成分；自我提高内驱力是指学生希望

通过学习获得成就和认可，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附属内驱力是指学生希望通过学习获得他

人的认可和关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学习内驱力的产生与个体的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感密切相关。当学生感受到

自己的学习行为是自主的、有能力完成学习任务，并且与他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时，学习内驱力更容易

被激发。因此，在激发高职院校学困生学习内驱力的过程中，应注重满足学生的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

感需求，通过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 

4. 激发高职院校学困生学习内驱力的策略 

4.1. 明确目标激励，增强学习动力 

4.1.1. 制定个性化学习目标 
教师应与学困生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了解他们的职业规划和兴趣爱好，帮助他们制定短期和长期的

学习目标。短期目标可以是掌握某一门课程的重点知识，长期目标则是与未来职业发展相结合，如考取

相关职业资格证书。例如，对于物流专业的学困生，教师可以引导他们将短期目标设定为熟练掌握物流

供应链运作，长期目标则是通过相关技能认证，进入理想的企业实习。 

4.1.2. 将学习目标与职业发展相结合 
高职院校应加强职业规划教育，通过开设职业指导课程、举办职业讲座等方式，让学生明确所学专

业与未来职业的紧密联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案例，展示专业知识在职业中的应用，增强

学生的学习目的性[3]。例如，在市场营销专业的课程中，教师可以邀请企业营销人员分享成功案例，让

学生了解市场调研、营销策划等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2. 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学习热情 

4.2.1. 优化教学方法，增强课堂趣味性 
教师应积极采用项目式教学、案例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在项目式教学中，将

课程内容设计成具体的项目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和技能。例如，在机械制造专业

的课程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个小型机械零件加工项目，学生需要运用所学的机械制图、加工工艺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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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任务。案例教学则通过引入实际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例如，在物流管理专业的课程中，

教师可以展示物流配送中的实际问题案例，让学生分组讨论解决方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 

4.2.2.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高职院校应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与专业相关的竞赛活动、社团活动等。例如，举办职业技能大

赛、创新创业大赛等，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技能的平台。同时，鼓励学困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如摄影

社团、文学社团等，通过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增强自信心，进而调动学习积极性。学校还可

以开展“专业文化节”，如物流类专业文化节、铁路类专业文化节等，通过展示专业成果、举办讲座和

实践活动，营造浓厚的专业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4]。 

4.3.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学习主动性 

4.3.1. 加强学习方法指导 
教师应在课堂上教授学生有效的学习方法，如时间管理技巧、笔记整理方法、资料查阅方法等。例

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使用“番茄工作法”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开设学习方法讲座或专

题课程，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方法指导。例如，对于文科类专业学生，重点讲解如

何进行文献综述和论文写作；对于理工科专业学生，重点讲解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方法。教师定期检查

学生的学习笔记、错题本等，了解学生学习方法的运用情况。对于学习方法运用不当的学生，及时进行

个别指导。例如，发现学生在做笔记时没有抓住重点，教师可示范正确方法，并要求学生重新整理笔记。

同时，鼓励学生在日常学习中主动向教师请教学习方法问题，教师随时给予解答和指导。 

4.3.2. 搭建自主学习平台 
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搭建在线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如课程视频、电

子教材、在线测试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需求，自主选择学习内容。鼓励学生利用图书馆

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学校可以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学术讲座等活动，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

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 

4.4. 教师引导，增强学习信心 

4.4.1. 给予积极的反馈与评价 
教师应关注学困生的点滴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在课堂上，对于学困生的正确回答或积极参

与，教师要给予表扬，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例如，当学困生在课堂讨论中提出有价值的见解时，教师可

以给予高度评价，鼓励其他学生向其学习[5]。在作业和考试评价中，教师可以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除了传统的成绩评价外，还可以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过程等。对于学困生的作业，教师可以给予

详细的批改意见和改进建议，帮助他们逐步提高。 

4.4.2. 建立师生帮扶机制 
教师应主动与学困生建立联系，定期进行谈心，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给予关心和帮助。例

如，教师可以利用课余时间与学困生进行一对一交流，为他们解答学习中的困惑，提供学习指导。开展

“导师制”，为每位学困生配备一名专业教师作为导师，导师负责全程跟踪学困生的学习情况，制定个

性化的辅导计划，帮助他们克服学习困难。 

5. 案例分析 

以某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学困生小张为例。小张入学时学习基础薄弱，对计算机专业课程兴趣缺失，

学习目标模糊，经常出现旷课、作业抄袭等情况。针对小张的情况，教师首先与他深入沟通，了解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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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戏开发有一定兴趣，便为其制定个性化的学习目标：短期目标是在一学期内掌握 Unity 游戏开发引

擎的基础操作；长期目标是开发一款简单的手机游戏并参与相关竞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项目式

教学，将游戏开发知识融入具体项目任务，如设计一个简易跑酷游戏项目，让小张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和

技能。同时，鼓励小张加入学校的游戏开发社团，参与社团活动和竞赛。此外，教师建立师生帮扶机制，

每周定期为小张进行辅导，及时解答问题并给予鼓励。经过一学期的努力，小张不仅掌握了 Unity 引擎的

基本操作，还与社团成员合作开发了一款小型手机游戏，在学校的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三等奖。小张的

学习态度和成绩发生了显著转变，学习内驱力得到有效激发，自信心和学习主动性大幅提升。 

6. 结语 

激发高职院校学困生的学习内驱力，是破解高职教育质量提升难题、助力学生实现个人成长的关键

之举。通过明确目标激励、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强化教师引导等多元策略的协同实施，

能够有效唤醒学困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帮助他们克服学习困境。然而，激发学困生学习内驱力并非一蹴

而就，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合力，持续关注与支持。未来，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还需进

一步探索更具针对性、创新性的激发策略，为高职院校学困生的成长成才提供更坚实的保障，推动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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