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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对某工科高校535名本科生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其班级学风感知和个人学风状态的特征，以及

二者的关系。研究发现：1) 工科高校本科生班级学风各维度感知状态不尽如人意；2) 工科高校个人学

风状态各指标均存在一定问题；3) 工科高校班级学风与个人学风状态呈显著相关。在此基础上，提出多

方协同，建构优良的学习氛围和个人学习进步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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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535 undergraduates in a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the cha-
racteristics of the perception of class style and individual style of stud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e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The perceived state of each dimen-
sion of the study style of undergraduates in engineering colleges was unsatisfactory; 2) Ther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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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problems in all indicators of individual style of study in engineering colleges; 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lass style of study in engineering colleges and individual style of 
study. On this basis, the suggestions of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constructing a good learning at-
mosphere and promoting a virtuous circle of personal learning progres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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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技术类人才是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由于其专业和学生的特性，工科高校区别于其

他类别大学，其学风状态也具有特殊性。本文研究以辅导员工作的视角分析工科高校班级建设中班级学

风的现状，并通过班级学风与学生个人成绩的统计分析，进一步探讨班级建设与个人发展的关系。 
在工科高校学生工作中，辅导员通过深入了解学生大学校园学习、生活后发现，部分学生在经历高

考的重压来到管理相对宽松的大学后，由于其具有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不善社交、爱好单一等特点，容

易沉迷于一种或几种消遣性娱乐或放松性活动中，甚至出现了对时间进行“报复性消费”的现象。同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身处象牙塔的大学生在良莠不齐的信息狂潮面前难免会彷徨迷茫，由此形成的

高校学风也问题颇多。 

2. 工科大学学风暴露的问题 

关注学风的视角较为多元，有学校管理角度、教学角度、教师角度和学生角度[1] [2]。从学生的视角

看，学风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风气与氛围，是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标志[3]。学良好

的学风是建构优良校风的前提条件[4]。在研究和实践中，工科大学生学习暴露出来的学风问题主要有以

下三点。 
(一) 缺乏自我约束，自主学习意识薄弱，学困现象严重 
脱离了高中高强度学习环境和家长老师的有效监督，部分学生在升入大学后渐渐沉溺在部分高中老

师及家长所谓的“自由生活”中不能自拔。同时，工科学生中男生占比较高，工科学生对公共课程的重

视情况不容乐观。据统计，理工科缺勤较多的课程中，公共课基础课为 24.26%，必修课为 7.38%，公共

选修课为 44.92% [5]。工科学生存在课上睡觉、玩游戏而课后不及时巩固教学内容导致学习成绩不理想

的学困现象。 
(二) 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部分学生在填报志愿时没有充分你了解或由家人代报，导致不了解该专业的课业要求及其就业趋势，

其在升入大学甚至在开始学习专业课后发现自己对本专业无兴趣而放松自己的学业。同时，学生在升入

大学后相较于高中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没有学校严格控制在校时间的情况下，无法对学习

时间进行合理规划。再次，部分学生对专业学习和未来发展无明确规划，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对自我

学习能力的判断和学习目标的建立[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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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风考纪不严谨 
研究表明，某工科院校仅有 12%的学生认为“学校考风很好，无作弊现象”；关于“学校考风最突

出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42%的学生选择“学生作弊现象太多屡禁不止”，30%的学生选择“学生缺考

现象严重”；16.6%的学生认为“班里挂科同学占全班人数比例的 20%以上”，仅有 5.4%的学生认为“班

里没有挂科的同学”[8]。以上数据反映出目前工科高校考风考纪存在的问题仍然较多，学生考风总体状

况不乐观。 

3. 学风建设与班级学风的关系 

班级是高校的最基础组织单位，具有上级管理和自我运行的特质。但班级的分配不可能充分考虑到

所有人的特性，在运行的过程中不可不免会产生分歧，因此要想实现班级建设中共同学习的目标，必须

要从学风处着手，形成合力，从而影响学生个人学习情况。优化班级班风学风环境，建构有共同目标、

明确计划、科学方法、互助互利的学习型班集体建设，是学生学风建设的重要环节[9]。 

4. 研究设计 

(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厘清目前工科高校班级学风和个人学风的状态，

进一步探究班级建设和个人发展的关系。 
(二) 研究工具及样本 
本研究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利用《本科高校学风现状调查问卷》获取数据。问卷分为五个部分，其

中班级学风感知(17 题)，为五点式李克特量表(1 非常不同意/满意~5 非常同意/满意)，经过降维分析分为

四个维度，分别名为“学习氛围(5 题)”“学习目标(4 题)”“学习规划(4 题)”“学习互助(3 题)”“学

风满意度(1 题)”；个人学风状态(3 题)为连续数量量表。问卷还测量了学生个体特征(人口学变量)、教

学与教育环境变量、社会环境变量。本研究使用 SPSS 22.0 软件对问卷的班级学风感知(除学风满意度

题项外)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Cronbach’s α值检验问卷的信效度，学风感知的问卷信效度良好，适于本

研究分析。 
调查样本为我国西部某工科大学工科专业三、四年级本科生，共发放问卷 617 份，经过数据清洗共

得有效问卷 535 份(有效率 86.71%)。本研究对样本的班级学风感知、学生个人学习状态进行陈述与分析，

同时使用 SPSS 22.0 软件对班级学风感知和个人学风状态进行相关分析。 

5. 研究结果 

(一) 班级学风感知状态 
班级学风感知中学习氛围感知均值为 2.87、标准差为 0.861，学习目标感知均值为 3.14、标准差为

0.815，学习规划感知均值为 2.80、标准差为 0.809，学习互助感知均值为 3.61，标准差为 0.816；学风满

意度均值 2.86，标准差为 0.768。由此可见，班级学风感知均处于 50%~70%的状态，其学习互助感知最

好，学习规划感知最低，整体得分不理想。如表 1 所示。 
(二) 个人学风状态 

个人学风状态中，因各专业与年级学生的平均绩点无法直接比较，故将其转换成 z 分数( x x
s
− )。绩 

点均值为 2.89、标准差为 1.202，及格科目占比(初修)均值为 73.1%、标准差为 1.025，违纪频次为 0.83、
标准差为 1.445。由此可知，个人学风状态中平均绩点不容乐观(满分为 5)，三、年级仍有平均 16.9%为

不及格科目(初修)，平均近四人中就有一人存在过违纪行为，个人学风也不容乐观。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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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erceived classes study style status (n = 535) 
表 1. 班级学风感知状态分布(n = 535)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学习氛围 2.87 0.861 

学习目标 3.14 0.815 

学习规划 2.80 0.809 

学习互助 3.61 0.816 

学风满意度 2.86 0.768 

 
Table 2. Individual study style distribution (n = 535) 
表 2. 个人学风状态分布(n = 535)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绩点 z 分数 2.89 1.202 

及格科目占比 83.1% 1.025 

违纪频次 0.23 1.445 

 
(三) 班级学风与个人学风状态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分析了工科高校本科班级学风感知的各个维度与学生个人学风状态中的学生绩点(z 分数)、科

目及格比例、学习违纪次数之间的相关情况，以进一步检验工科大学本科班级学风与个人学风的关联度。

数据表明，学风感知与其学生绩点、科目及格比例之间的相关情况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学习违

纪频次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工科高校班级建设与个人发展相互存在显著影响效应。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lasses study style status and individual study style status: Person correlation coeffi-
cient (n = 535) 
表 3. 班级学风感知与个人学风状态的相关分析：Person 相关系数(n = 535) 

学风状态 
班级学风感知 绩点 z 分数 a 及格科目占比 违纪频次 

学习氛围 0.256*** 0.241*** −0.336*** 

学习规划 0.232*** 0.206*** −0.232*** 

学习目标 0.254*** 0.174*** −0.278*** 

学习互助 0.307*** 0.253*** −0.143*** 

学风满意度 0.219*** 0.258*** −0.248*** 

注：***p < 0.001；a对学生绩点转换为 z 分数。 

6. 结语 

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应用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工科高校班级学风状态、学生

个人学风状态的特征，得到结论班级学风感知和个人学风状态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且亟待解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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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快以班级建设为助手，提升整体学风氛围、促进班级学生学习成长。 
建设班级学习共同体机制、建构优良的学习氛围和个人学习进步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班级学风与个

人学习学风的情况有显著相关。班级学风越优则个人学风越优、个人学习越优则班级情况也越好，应通

过教学、学工、自我管理配合协同提升班级学风建设水平，同时估计榜样带动和个人互动，促进班级和

个人相互提升的良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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