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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的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则会导致学习效率下降，影响学习成绩。本文利用SPSS对大学生学习注意

力集中程度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得到，身体状况、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程度、心情好

坏、教师的教学方式等是影响大学生学习注意力集中程度的主要因素。最后根据其影响因素提出一些相

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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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inattention will lead to the decline of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affect their aca-
demic performance. We use the SPSS to analyze the learning concentration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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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we can obtain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concentrati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 the inter-
ests and emotion of the students, mood, and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Finally,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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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报道：“2006 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对全国青少年注

意力状况进行调查，调查覆盖全国五大区域的八大城市，调查对象涉及初中生、高中生及大学生。被访

学生中自认为上课时能集中注意力的比例刚刚过半，只有 58.8%，仅有 39.7%的被访对象表示课堂上持续

集中注意力达 30 分钟以上[1]。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青少年的注意力集中状况有待提高。注意力是智力的

五个基本因素之一，是记忆力、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的准备状态，所以注意力被人们称为心灵的窗

户。注意力和人们的认识过程是紧密相连的，它总是与感知、记忆、想象、思维等密切伴随，而不是孤

立的存在[2]。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与集中，大学生学习中注意力迷茫、

散失严重，正如前述分析一样，有海量信息包裹及教学设计被忽视的高校教学背景之下，当前大学生的

注意力迷茫、散失现象确实非常严重[3]。” 
诸多研究表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注意力越集中，对教学内容的接受能力越强，学习效果越好[4]。

为提高大学生课堂注意力集中程度，改善学习成效，本文将探索有哪些因素会对大学生的学习注意力产

生重要影响，再基于研究结果，从教师、学生、学校三个方面提出改善大学生学习注意力的相关建议。 

2. 调查过程与方法介绍 

2.1. 调查过程 

此次调查是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大学生学习注意力集中程度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人群是大连民

族大学的学生。本次调查有效问卷 127 份。其中男生问卷 43 份，女生问卷 84 份。大一年级有 15 人，大

二年级 46 人，大三年级 54 人，大四年级 12 人。 
在调查的 127 份问卷中，有 47.24%的大学生认为教师的授课方式是影响学习注意力的最主要因素。

排在第二位的是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程度，认为对课程的兴趣程度最影响学习注意力的大学生有 39.32%，

而认为心情好坏和身体状况原因仅有 6.3%和 7.14%。本文利用调查问卷中的统计数据，选择回归方程的

形式来描述因变量和四个自变量的关系，表明学习注意力受多个因素影响的程度。 

2.2. 方法介绍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指含有多个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用于揭示被解释的变量与其他多个解释

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5]。其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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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1 2 2 p py x x xβ β β β ε= + + + + +�  

上式表示一种 p 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看出里面共有 p 个解释变量。表示被解释变量 y 的变化可以由两

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由 p 个解释变量 x 的变化引起的 y 的线性变化部分 

0 0 1 1 2 2 p px x x xβ β β β+ + + +�  

第二部分，是要解释由随机变量引起 y 变化的部分，可以用 ε部分代替，为随机误差，公式中的参数 

0 1, pβ β β�  

都是方程的未知量，可以表示为偏回归常数和回归常数。则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为： 

( ) 0 1 1 2 2 p pE y x x xβ β β β= + + + +�  

3. 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及数据分析 

3.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 

设定四个自变量指标分别为：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程度 x1，教师的授课方式 x2，心情好坏 x3，身体状

况 x4，将因变量大学生学习注意力设为 y，并建立如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0 1 1 2 2 3 3 4 4y x x x xβ β β β β ε= + + + + +  

其中 0β ， 1β ， 2β ， 3β ， 4β 为未知参数， ε 为残差。 

3.2. 回归模型的检验 

表 1 显示，大学生学习注意力为因变量，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程度、教师授课方式、心情好坏、身体

状况为自变量。 
 

Table 1. Input/removed variablesa 

表 1. 输入/移去的变量 a 

模型 输入的变量 移去的变量 方法 

1 4、身体状况，1、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程度，

2、老师的授课方式，3、心情好坏 b 
 输入 

a 因变量：大学生学习注意力；b 预测变量：1、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程度，2、老师的授课方式，3、心情好坏，4、身

体状况。 

3.2.1. 模型拟合度检验 
表 2 显示，调整后的 R 方为 0.633，说明可以进行拟合优度检验。 
 

Table 2. The model summaryb 

表 2. 模型汇总 b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德宾–沃森 

1 0.803a 0.645 0.633 0.297 1.999 

a 预测变量：1、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程度，2、老师的授课方式，3、心情好坏，4、身体状况；b 因变量：大学生学习

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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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方差分析显著性 F 检验 
表 3 显示，F 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 55.351，SIG 值为 0.000，显然小于 0.05，所以因变量和所有自

变量存在线性关系，显著性检验通过。 
 

Table 3. Anovaa 

表 3. 方差分析 a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19.545 4 4.886 55.351 0.000b 

10.770 122 0.088   

30.315 126    

a 因变量：大学生学习注意力；b 预测变量：4、身体状况，1、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程度，2、老师的授课方式，3、心

情好坏。 

3.2.3. 变量显著性 t 检验 
表 4 显示出了模型常数项和自变量系数，并对系数统计显著性进行检验，四个指标的显著性水平 t

检验的 p 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故所有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 
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1 2 3 40.291 0.457 0.176 0.242 2.359y x x x x= + + + −  

 
Table 4. Coefficienta 
表 4. 系数 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误差 Beta 容许偏差 VIF 

1 

(常量) −2.359 0.207  −11.416 0.000   

A 0.291 0.054 0.305 5.383 0.000 0.906 1.103 

B 0.457 0.060 0.432 7.603 0.000 0.903 1.107 

C 0.176 0.058 0.194 3.043 0.003 0.717 1.395 

D 0.242 0.050 0.311 4.874 0.000 0.715 1.399 

a因变量：大学生学习注意力；其中：A 为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程度，B 为老师的授课方式，C 为心情好坏，D 为身体

状况。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我们得出对大学生学习注意力集中程度的影响因素有：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程度、教师的授课方式、

心情好坏、身体状况等因素，其中最影响学习注意力的集中程度的因素为教师的授课方式。 
1) 教师的教学魅力往往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动力，更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大学的课程类别多，

难度大，枯燥无趣的课堂氛围更容易使学生无法专心致志地跟紧课堂，从而东张西望，影响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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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授课内容也是以考试为主，只是一味地讲解，学生也只是被动地学习，这样不仅无法提高学生的

成绩，还会使学生厌倦学习，更加无法集中精神学习。 
2) 进入大学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自主学习的时代，不会再有人在身边实时鞭策，所以很考验一个

人的自觉性。课堂氛围不是老师单方面决定的，学生们的积极配合和自主学习态度也尤为关键。 
3) 学校的环境和设施还不够健全，不良的学习环境会造成学生的注意力溃散，学习分心。随着我国

高等教育的规模化发展和食品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高校食品安全问题显得更加重要。由于多种因素，高

校食品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安全隐患[6]。学校食堂的饮食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学生健康成长，也会

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注意力。 

4.2. 建议 

我们结合了不同因素对学习注意力的影响程度，分别对教师授课方面、学生生活和学习方面、学校

管理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 对老师的建议 
想要使学生专注于课堂，提高他们的学习注意力，需要抛开传统教育观念，改善教学模式。同学们

都喜欢知识渊博、讲话风趣幽默、可以带动课堂学习氛围的老师，所以应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建

立合作小组，让学生们自主交流，经常与学生进行互动，多带领同学们实践，从生活中感受知识，学习

知识。也可以多鼓励同学走上黑板，通过向同学讲课的方式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程度，更能加强学生们的学习兴趣。现在的大学生大多对新颖多样的事物感兴趣，想要在保证教学任务

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兴趣，从而提升课堂专注度对于教师来说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对于教师们的要求也

会很高。所以老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使自己的课堂变得精彩、有趣，一旦激发了同学对学习

的兴趣，便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 对学生的建议 
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毕竟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常常还需要间接兴

趣和直接兴趣的支持[7]，才可以将学习注意力集中程度提高。学习，是自主将接触到的外界知识通过一

系列方法转变为自己的能力，只有学生真正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有目标、有计划地进行学习，才可以

激发自己的兴趣，并为之付诸行动。所以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对课程的兴趣，来提高自己的学习注意力，

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学习贵在自主，只有自己真正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才能做出改变，所以应将眼光

放长远，不要贪图一时的放松舒适，要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做出长远规划，为自己的人生努力奋斗。 
大学生应该经常进行体育锻炼，适当的运动，可以提高自身免疫力，使身体更加轻松，有效预防疾

病的发生。可以保持心理上的愉悦，宣泄不好的情绪，避免其他心理问题。还可以促进血液流动，保持

头脑清醒，从而在学习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程度更高，学习效率更好。我们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情，不

要给自己过大的压力。在对学习感到迷茫与困惑时，我们可以出去走走、听听音乐或者及时的寻求老师

与同学的帮助，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会高效利用学习时间，尽量不要过度劳累，相信自己

付出就一定有收获。 
(三) 对学校的建议 
首先，学校的规章制度不仅可以规范教职工和大学生们的日常行为，对工作效率也有着督促和提升

的作用，好的教学制度可以端正学生学习态度，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课堂专注度的有效措施。 
其次，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也非常重要。学校应加大投入来完善图书馆、自习室等自主学习环

境的建设，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场所。同时加强学校的文化建设，营造一个浓厚的学习氛

围，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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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学校要加强食堂的管理，应保证食品的安全卫生，确保大学生不会因为饮食问题而造成身体

不适，从而影响学习注意力集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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