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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良学风是学生成长成才之基础，是高校培养高质量人才之根本，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之关键，应

五育并举，多维发力，齐头并进，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主要目标，积极探索培育高校优良学风的创新

路径。本文针对四川某高校某学院本科生开展了学风建设问卷调查以从侧面了解目前高校大学生学风现

状，通过深入分析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实际调研情况仔细探究了目前影响高校优良学风建设和培育的制

约因素，从而根据制约因素针对性地提出了五育并举背景下高校培育优良学风的具体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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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cellent academic style is the basis for students to grow into talents, is the basis fo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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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rain high-quality talents, and is the key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We should do “Educating Five Domains Simultaneously”, make multidimensional efforts, 
and go hand in hand. With the main goal of promoting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w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innovative paths to cultivate excellent academic style in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tyle for undergraduates in a 
certain college in Sichuan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cademic sty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 side.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data an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carefully explored the constraints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excellent academic style in universities.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constrain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innovation path of cultivating excellent academic style in uni-
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ng Five Domains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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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风通常指经过长期坚持而形成的学习风气和学习氛围[1]。学风是反映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表现的

一面镜子，习近平总书记曾在 2016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一所高校的校

风和学风，犹如阳光和空气决定万物生长一样，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成长。好的校风和学风，能够为学

生学习成长营造好气候，创造好生态，思想政治工作就能润物无声给学生以人生启迪、智慧光芒、精神

力量。”[2]学风的好坏影响着学生成长成才，优良学风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新时

代优秀青年[3]。学风的好坏决定着高校人才的培养质量，优良学风可以促进高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打

造良好的教育生态，有助于高质量人才培养[4]。学风的好坏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优良学风建设

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优良学风有助于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加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5]。因此，高校培育优良学风具有重要意义，应“五育并举”，

多维发力，创新高校优良学风培育路径。 

2. 高校大学生学风现状 

青年大学生处于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他们深受时代影响，个性鲜明，活跃且敏感，易受

网络虚假信息、错误观念误导，难以静心学习，加之网络快餐文化渗透，容易沉溺于玩游戏、看小说、

刷视频等事情而影响学习质量和效果，从而导致不良学风盛行。常见表现为学生理想信念淡化、学习目

标不明确、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自律性不强、体育锻炼不足、人文素养不高、劳动意识淡薄等[6]。为

较为精准了解高校学风现状，笔者在四川某高校某学院本科生中开展了学风建设问卷调查，围绕学生基

本情况、目前学院学风评价、专业热爱程度、是否有逃课或旷课经历、大学生逃课主要原因、是否有学

习规划、影响学习的决定性因素、学院学风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上课不听讲的原因以及如何安排课后时

间等内容进行设计，共计有 683 位学生参与了问卷调查，其中大一年级有 324 人参与，占比为 47.44%，

大二年级有 107 人参与，占比为 15.67%，大三年级有 228 人参与，占比为 33.38%，大四年级有 24 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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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占比为 3.51%。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学院现有学风情况方面，认为学院学风非常好的占比为 70.43%，较好的

占比为 25.18%，一般的占比为 3.22%，较差的占比仅为 1.17% (如图 1 所示)。由此可知，学院现有学风

情况较好，绝大多数学生认可整体学习氛围，但在优良学风培育中存在一些不足，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Figure 1. Diagram of evaluation of current academic style of college 
图 1. 目前学院学风评价图 

3. 高校优良学风建设和培育制约因素 

3.1. 主观因素 

3.1.1. 学习目标不明确 
学生进入大学后，面对新的环境，通常容易因认知不足、准备不够、心态不好而出现不积极、不努

力、不适应等状况，还有部分学生因对专业认知不深、理解不到位或者受专业调剂影响而对所学专业不

感兴趣，这些综合因素导致大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确。在关于专业热爱程度的调查中，51.38%
的学生非常热爱所学专业，41.01%的学生对专业只是一般热爱，6.15%的学生对专业没有感觉，1.46%的

学生讨厌目前所学专业，而在关于大学学习计划的调查中，27.96%的学生制定了长期学习计划，59.88%
的学生只有短期学习计划，7.47%的学生抱着一切随缘学校教学安排的态度，4.69%的学生没有任何学习

计划。根据调查数据可知，学生对于所学专业的认知和理解并不深入，接近一半的学生对于所学专业热

爱程度不够，多数学生可能并未认真思考过为何学，为谁学，如何学，也未认真思考过学习以外的人际

关系、兴趣爱好、个人发展等方面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导致多数学生只有短期学习计划，学习目标

不长远，少数学生甚至没有任何学习计划，学习目标不明确。 

3.1.2. 学习态度不端正 
学习态度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然而受社会或网络不良现象影响，部分学生对于自身要求不

高，没有进取心，缺乏学习热情，学习态度不端正。典型情况如针对某些不感兴趣的课程，部分学生重

视程度不够，上课经常迟到早退，甚至出现逃课或旷课行为，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或任务应付了事，对

于考试成绩满足于及格、过关即可。在关于逃课或旷课经历调查中，87.06%的学生从未逃课或旷课，7.82%
的学生偶尔会逃课或旷课，3.95%的学生根据心情决定是否逃课或旷课，1.17%的学生经常逃课或旷课。

在这些逃课或旷课学生中，65.34%的学生认为自习比上课效率更高，15.98%的学生认为课程不重要，去

不去都一样，10.67%的学生不喜欢老师的授课方式，4.64%的学生沉迷于游戏、恋爱、兼职等认为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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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事情，3.37%的学生因为课程老师很少点名。根据调查数据并结合实际调研分析可知，虽然只有

极少数学生因为学习态度不端正而出现逃课或旷课行为，但是此类行为容易导致不良风气蔓延，致使优

良学风难以形成。 

3.1.3. 学习方法不恰当 
大学的学习模式与高中有很大区别，大学的课程教学进度较快，科目繁多，内容复杂。然而许多学

生进入大学后，依然沿用高中时期的应试学习方法，还是习惯于高中时期的填鸭式教育，时刻需要老师

的督促和约束，缺乏自主学习能力，缺少学习规划，学习时间分配不合理，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没有掌握恰当的学习方法和技巧，仅将课堂上非常有限的时间用于学习。同时课前预习不充分，课后复

习巩固不到位，导致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重点知识内容，从而出现学习效率不高、学习效果不好、跟不

上课堂节奏、学习困难的情况。在出现学业困难的原因调查中，76.46%的学生认为是学习方法不恰当，

15.28%的学生认为是上课没有认真听讲，6.69%的学生认为是学习能力不足，1.57%的学生不知道是什么

原因。根据调查数据并结合实际调研分析可知，影响学习效果的关键在于学习方法是否恰当。除了上课

不认真听讲外，部分学生既没有课前充分预习的习惯，也没有课后及时复习巩固并进行扩展学习的意识，

导致学生对于课上学习内容理解不深，掌握不牢，学习质量不高。此外，大多数学生虽然具备自主学习

意识，但自主学习能力不足，导致自习效果并不理想。 

3.2. 客观因素 

教师是高校培育优良学风的关键力量，但目前高校教师存在“铸魂育人”教育理念认识不深、教书

育人责任感不强、教学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着高校优良学风的建设和培育。具体表现为：一是授

课教师受限于繁重的科研任务，许多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申请项目、发表论文、评聘职称上，真正

用于课程教学研究的时间非常有限，导致部分授课教师备课不充分、授课形式不新颖、上课内容不丰富，

无法启迪学生学习思路，不能有效调动学生上课积极性，学生学习效果不理想；二是授课教师对于课堂

缺乏有效管理，课堂上对于学生学习状态关注不够，导致学生课堂参与度较低，学习质量不高；三是授

课教师缺乏针对学生人生规划的指导和学业辅导，部分教师因为忙于科研，课余时间与学生交流较少，

无法充分发挥教师言传身教对学生的重要影响力；四是授课教师教学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教师尤

其是青年教师存在经验不足等问题，导致课堂上对于知识的讲解深度不够，特别是重点和难点知识的剖

析不到位，讲解思路不够清晰，致使学生难以真正理解教师的授课内容，从而严重影响学生学习质量。

在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原因调查中，有 20.51%的学生认为教师课堂上对学生关注不够，有 16.62%的学

生认为教师讲授内容无兴趣，不够有吸引力。在影响学习的决定性因素调查中，有 18.16%的学生认为是

教师授课方式，在目前学院学风存在的问题调查中，有 27.19%的学生认为教师课后对学生学业规划和指

导不足，师生交流较少。分析上述调查数据并结合实际调研可知，教师课上过于专注课程讲解，对于学

生课上学习状态关注不够，授课形式不够新颖，无法吸引学生注意力，重理论传授、轻实践教学，难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部分青年教师教学经验不足，学生难以理解教师讲授内容，教师课后与学生交流

较少，缺少规划和指导。 

3.3. 其他因素 

学校层面是培育优良学风的重要环节，但是目前高校普遍缺乏培育优良学风的整体布局，优良学风

培育与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认识不深刻，没有形成以培育优良学风为主线、以

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校园文化氛围，导致高校优良学风培育质量不高、效果不好。具体表现为：

高校目前开展的各种校园活动与体育、美育以及劳动教育结合不到位，相关活动内容浮于表面、缺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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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学生积极性不高，活动参与不多，没有结合体育竞赛活动督促学生强健体魄，缺乏体育锻炼，没有

结合文娱活动激发学生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审美素养不高，没有结合劳动教育引导学生劳动创造世界，

劳动意识不强，没有形成以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为载体，以培育优良学风为目标的校园文化氛围，导

致部分学生由于课余时间无所事事而沉迷于看小说、玩游戏、刷视频等事情上，忽视了德育、智育以外

的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对于优良学风培育的促进作用。在课表上无课时如何安排的调查中，83.16%的

学生选择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62.81%的学生选择自主学习，提升自己，35.14%的学生选择参加社团活

动或从事学生工作，11.24%的学生选择逛街、玩游戏或者看电影等娱乐活动，4.15%的学生选择无所事事，

混日子。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并结合实际调研可知，目前大多数高校在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时，由于未能将

体育、美育以及劳动教育与学生真正的兴趣爱好有机结合，导致吸引力不足，学生对于这些活动兴致不

高，参与不多。 

4. “五育并举”背景下优良学风的培育路径 

针对目前高校优良学风建设和培育存在的制约因素，本文提出了“五育并举”，多维发力，协同发

展下的优良学风培育创新路径。 

4.1. 以德育为着力点，培育优良学风，必须做好思想引领、价值引导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关键阶段，思想不够成熟、价值观还未形成，迫切需要

引导他们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坚定理想信念，尽早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找到正确的学习方

法，才能促使他们深刻理解为何学、如何学，才能增强他们自觉自愿学习的内生动力。当学生在学习上

具备强大的内驱力时，他们在学业上才更易取得成功，从而有利于优良学风的形成。在具体德育实践过

程中，可以充分利用主题班会或者党团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融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当中，强化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

有效激发学生内在学习潜力，使学生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我想学”的状态，自觉形成优良的

学习风气和学习习惯，真正意识到努力学习成才，不仅是个人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也是国家持续繁

荣昌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4.2. 以智育为落脚点，培育优良学风，必须提高教学质量、启智润心 

教师在高校学风建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必须充分发挥教师在优良学风培育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教

师通过向学生传授系统科学知识和技能，培养和发展学生学识素养及智慧才能，教师是学生提高学习质

量的关键。一方面教师需要妥善处理好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合理安排科研和教学时间，持续打磨课

堂教学，做到课前充分备课，认真分析学情，课中更新授课形式、丰富上课内容、启迪学习思路、调动

学生积极性、加强课堂管理，课后加强学业辅导和人生规划指导、增进师生交流，从而全方位保证学生

学习质量。另一方面教师需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加强学习，拓宽视野，更新知识。通过积极参与

有关部门和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培训，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努力成为学生喜爱的四有好老师。此外，

还可以依托各类学术讲座、学科竞赛、创新大赛以及学术交流活动等不断激发学生创造力，扩展学生知

识界面，提升学生自主创新意识，潜移默化影响学生主动探索学术前沿，培养科研能力，营造良好的学

习和学术氛围，从而为培育优良学风筑牢关键一环。 

4.3. 以体育为切入点，培育优良学风，必须加强体育锻炼、强健体魄 

大学生积极参与各类体育运动是保持身心健康、改善大脑功能的重要法宝。体育教育中所蕴含的公

平、竞争、团结、诚实、合作和奉献等内容，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能吃苦、敢拼搏、肯奋斗的精神，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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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增强学习自信心和团队合作意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

体育锻炼对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学习效果具有显著影响。将优良学风培育与学生喜闻乐见的各类体育

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以体育锻炼作为培育优良学风的切入点，通过组织学生参与以“积极运动，快乐

学习”为主题的各种校园体育活动，促使学生加强体育锻炼，促进大脑释放多巴胺，愉悦心情，增强身

体素质，提高学习专注度。通过营造良好的体育运动氛围，充分发挥体育强身健心、智力开发、集体互

动以及快乐体验的关键作用，从而为优良学风的建设和培育带来积极影响。 

4.4. 以美育为关键点，培育优良学风，必须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 

美育可以有效提升学生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理解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其通过审美的

方式，帮助学生陶冶情操，培养高雅兴致、启迪思想智慧、激发创造活力，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在高校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时，将美育巧妙融入其中，通过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投票、参加

活动等形式，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欣赏现实美、艺术美、社会美、自然美、文化美等。促使学生学会按

照美的方式积极生活，把美体现在学习、生活和其他行动中，养成热爱学习、爱护环境以及美化生活的

习惯。在美好事物的积极影响下，有助于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使得学生因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而在学习上更加刻苦努力，从而有利于优良学风的建设和培育。 

4.5. 以劳育为着重点，培育优良学风，必须增强劳动意识、锤炼心智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对于学生而言，劳动过

程是学生增强劳动意识、提升劳动素养、锤炼坚定意志、发扬吃苦精神、克服所遇困难的过程，学生的

优良品行能够在劳动过程中形成。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可以将在劳动过程中练就的

良好品质充分应用于学习之上，从而促进优良学风的形成。劳动教育具体开展过程中，高校可以充分利

用校园内的场地条件定期组织学生到开心农场等实践基地开展劳动教育，让学生亲自体验各种劳动实践

活动，深刻理解劳动创造的获得感，体会劳动带来的快乐，增强学生对于劳动的情感认同、理性认知和

实践自觉，从而进一步助力优良学风的培育。 
新时代背景下，优良学风建设和培育是高等教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必须长期坚持、常抓不懈。只

有在充分了解现有学风现状的基础上，结合高校实际情况，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学风培育规律，五育

并举，多维发力，不断推进优良学风建设，才能真正培育形成优良的学风，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为党为国持续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优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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