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cational Education 职业教育, 2022, 11(6), 698-704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2.116107  

文章引用: 罗小钧, 胡新菊, 王亚娜, 梁顺星, 石银冬, 刘晓艳, 郑立允, 黄光伟. 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成因与激励

措施浅析[J]. 职业教育, 2022, 11(6): 698-704. DOI: 10.12677/ve.2022.116107 

 
 

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成因与激励措施浅析 

罗小钧1,2*，胡新菊3，王亚娜1，梁顺星1，石银冬1，刘晓艳1，郑立允1，黄光伟1# 
1河北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北 邯郸 
2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重庆 
3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2年10月9日；录用日期：2022年11月5日；发布日期：2022年11月15日 

 
 

 
摘  要 

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致使各类诱惑不断增加，自主学习能力的缺乏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日趋严重。本

文从在校大学生的生活及心理变化发现，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低下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大学生

自身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家庭因素。通过分析各项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五点增强大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措施：重视开学教育、提前进行专业认识教育、整顿学风，严抓教风、制定严格的生活管理

制度和培养学生兴趣，因材施教。本文有助于大学生及教育者充分认识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存在的

问题，为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提供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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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all kinds of temptations are increasing, and 
the lack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among contempo-
rary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life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factors affecting colleg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college 
students’ own factors, school factors, social factors, and family factor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vari-
ous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suggestions to enhance the self-learning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conducting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advance, rectifying the style of study, strictly grasping the style of 
teaching, formulating strict life management system,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ests and teach-
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This paper is helpful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educators to ful-
ly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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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普通高等院校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低下的现象，2019 年 10 月 12 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深化

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对毕业生的考察力度，即取消大

学生的“清考”制度。这意味着大学生如果在毕业前存在不及格的考试科目，就无法顺利完成毕业，也

不能成功拿到学士学位证书。尽管该政策起到了强制激励大学生努力学习的效果，但仍存在大部分大学

生并没有重视自我学习，仍抱着“60 分万岁，多一分浪费”的学习态度，还是通过在考试前疯狂背题、

“临时抱佛脚”的原始方法进行“过关”。 
大学生为什么在平时课程中缺乏自主学习能力？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有很多，如专业课知识晦涩难

懂、期末考试过于简单、对自己所学课程不感兴趣以及贪玩等。目前，诸多学者已做了许多关于影响大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因素的调查研究，但通常是从教师的角度或通过对学生的调查研究作为突破口，用以

分析大学生的学习心理，从而得出影响其自主学习能力变化的因素。在已报道的研究中，缺乏对“大学

生对自主学习能力以亲身体验方式的调研以及大学生群体之间就自主学习能力的直接访谈调研”的方式

来分析大学生学习状况的研究。 
本文以正处于大学学习阶段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他们自主学习的心理变化以及大学生

之间就自主学习这一话题的相互访谈，最终达到深入了解大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心理变化，并对所得到的

结果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得出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低下的四大因素，并基于这些影响因素提出相应

的改进措施，为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提供有效的指导。 

2. 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因素 

以正处于学习阶段的在校大学生为调研对象，从大学生自身到外部环境，即由内到外为出发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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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能力”为主题的交流访谈调查。通过对大学生群体进行深入交流访谈调查后，统计分析大学

生提及的影响“自主学习能力”因素的频次，归纳总结得出，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因素主要归咎

于自身、家庭、学校、社会这四个方面。学生自身的“懒惰”、“拖延症”、“走捷径”、“渴望被关

心”等行为及需求，已成为影响大学生逐渐丧失自主学习能力的内部原因。而从学生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学生家人关注度的转变、大学教育模式的改变以及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刺激，使得大学生容易迷失自我，

逐渐放弃自主学习的能力。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因素的调查分析如下。 

2.1. 学生自身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学生自身是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低下的关键因素。因为学生是整个学习过

程的主体，也是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受体。因此，学生自身是激励自主去学习最重要的因素。尽管从社

会、学校、家庭这些因素来看，每一点都会间接影响到学生自身，而学生自身则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自

主学习能力。 
懒惰是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最大障碍，想要战胜懒惰，需要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这对于具有安

逸生活的大学生无非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再者，社会的不良风气还会“哄骗”大学生思想消沉、不思进

取、乐于现状。曾有学者对大学生做了职业生涯规划的调查与分析，他们惊讶地发现在大学生这个巨大

的群体里，有 79.68%的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不了解，67.66%的学生不了解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更有

72.14%的学生毕业后不确定从事专业方面的工作[1]。大部分大学生因没有明确的目标与规划，整日过着

“醉生梦死”的生活。打游戏成为了生活的调味品，也成为了毒害大学生的慢性毒药。更有学生将游戏

代替了现实生活，沉迷于游戏世界中不能自拔，最终成为了游戏的“祭品”。 
“拖延症”也是阻挡大学生自主学习的障碍之一，其作为新时代的词汇在当代大学生身上被纷繁引

用。“拖延症”轻则是一种不好的行为习惯，重则是一种病症。据国内外调查研究，约 36%~45%的大学

生有明显的拖延行为[2] [3]，其中，有 46%~50%的大学生会一直保持拖延状态[4] [5] [6]。当前，学生从

中学升入大学以后，校园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学业及生活压力空前降低，而自控能力较低的大学生则容

易出现拖延行为[7]。以某大学生为例，该学生具有极为严重的拖延症，计划上午八点起床，八点半到教

室学习。在与床被斗争一个小时后，起床洗漱，其洗漱穿衣的速度堪比蜗牛爬行。本计划八点半到达教

室，可实际到达教室时间则为十点半。强烈的“拖延症”不仅使他的学习效率变低，更使他难以找到在

自主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乐趣。 
“走捷径”同样是大学生自主学习的障碍之一。在校园里，有时会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如学生通过

考试作弊的方式过关，这对那些认真、具有高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是很大的伤害，甚至会导致原具有高

自主学习能力和热情的学生变得被动学习。最不可思议的是，近年来，缴费入群的帮助考试“车队”在

大学生群体中频繁“开车”。如果这种作弊风气在学生中盛行，更会严重破坏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再者，对于普通本科的学生，十分相信自己的快速学习能力，考试时存在侥幸心理，喜好搞考前突击复

习。结果使得学习作风越来越恶劣，甚至走上被动学习的道路，最后彻底失去自主学习的兴趣。 
家人的关心方向也会间接影响到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通过自身体会和听闻同学们的述说，自步入

大学开始，很多家人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转变。家人们不再过问自己的学习情况，更多地是关心在大学

是否处到对象？还有一些家人常常在家为自己的大学生子女安排相亲活动。家人们的关心方向发生改变，

这同样也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向。因此，这也致使了许多大学生失去了明确的学习目标，整日活在远离

学习的生活中，由此减弱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2. 学校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学校也是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低下的主要因素，学校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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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校的学习风气以及学校老师的教风都是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的外部因素。 
学校的因素不仅体现在学风方面，更多地体现在专业课程是否合理安排、老师教学模式是否被学生

接受、学习知识的考查方式是否公平合理以及学校对挂科是否严苛处理等方面上。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地

影响到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例如：很多普通本科院校不会提及四六级的重要性，就连大学英语老师都

不会过问学生的四六级通过情况，同时，四六级也不成为顺利毕业的障碍。这就直接致使学生对四六级

的重视度不高，甚至在了解相关学校政策后，就直接放弃了对英语的学习。但到了毕业进入各家公司面

试时，学生才发现四六级证作为了必备条件。这归根结底是学校的制度放纵了学生去自主学习。 
老师的教育模式以及老师对学生的负责态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老师的教育模式能直接影响到学

生学习本课程的自主性，大学开放的教育模式(老师课堂讲授少、老师上课即来下课即走)对于许多学生不

能马上接受，这容易使学生产生抵触学习、不想学习，甚至厌恶老师等心理。这就直接让学生丧失了自

主学习的兴趣。此外，老师的负责任态度也会对学生的自主学习产生变化。学生经历了十二年老师的“驱

寒问暖”，早已习惯了老师的“照顾”。而突然面对老师的“不闻不问”，部分学生不禁对老师失望，

更对理想的大学生活失望，这也会使学生远离自主学习。 

2.3. 社会因素 

目前，社会因素是造成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低下的重要因素。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中各

行各业的就职岗位激增，依据麦克斯研究院在 2019 年发布的《2019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8
届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66%，与 2017 届(66%)持平。这种大学生就业现象，很容易使大学

生产生学好专业知识也无处可用的心态，致使大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不足。 
另外，网络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大学生面对各类小视频，比如才艺主播、美食吃播、睡播等，利

用录制各类短视频就能获取高额报酬。网络上的疯狂宣传，这对本该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无非是

“快来当主播”的洗脑。对这些“过着舒适生活也能挣钱”的“高薪”职业，则会使学生认为读书太累。 
此外，大学生就职的学历要求在社会中越来越被重视。对于普通本科的大学生，社会通识地给出了

本科毕业生一定能找到工作的理念。并且本科大学生在“高教育”的洗礼下，潜移默化地产生了自己本

科学历比一般人都强或者高出一个台阶的心理。这些社会给予本科大学生的“通行证”，也会消磨大学

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2.4. 家庭因素 

调查结果表明，家人对大学生的重视程度也是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关键因素。 
对于我国绝大部分学生家庭来说，家人总会以“你进入大学，我们就不管你了”的思想诱导来激发

子女在考大学前的拼搏学习，对于过度严苛的家庭，子女只会想快点进入大学，以脱离家庭的“牢笼”。

而对于很多父母来说，上大学意味着孩子已经长大了，自己也能“功成身退”。甚至都不会过问孩子在

大学的学习情况，因为父母相信孩子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努力。但父母却不知，逃离了笼子的小鸟再也不

会回到笼子里。曾经的不可能，在大学里一切变得可能。睡懒觉、通宵打游戏、看小说、谈恋爱等行为

在大学生的身上处处显现。 
我国的一些家庭传统教育观在大学里尽显出它的弊端，这也间接地影响着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从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几个因素来看，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是内

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即是大学生自身因素，而外因即是家庭因素、学校因素以及社会层面的

因素，这些因素的耦合，最终作用于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促成了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变化。从内因

和外因分析，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最为直接，正如一句话描述的一样“你永远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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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大学生自己从内心放弃了自主学习，那就很难纠正。然而，这种自身因素的

形成，其实是长期受到外部因素如家庭因素、学校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影响的结果。因此，要让大学生

具备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干预，如来自家庭父母正确态度的转变、老师教育

方式的改变和丰富多彩的社会吸引等，从而内化到大学生自身学习态度层面，也才能外化到大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提升。 

3. 激励大学生自主学习的建议 

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得出了主要影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四种因素，大学生若想保持并加强大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必须先从自身做起，同时，家人和老师可以提前给刚步入大学的大学生进行思想和开学教育。

让大学生们初入校园就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下面针对大学生的正确思想导向，激励大学生加强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3.1. 重视开学教育 

大学生开学教育的第一课就应该为新生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导向[8]。在大学开始时，就应该积极

诱导大学生具有明确的职业规划。老师们的第一节课应设立为学习本门课程的启蒙课，让学生知道学习

本门课程的重要性以及用处，用以激励学生去自主学习。同时，老师不应该给学生灌输不挂科就行以及

考试很简单等思想，这很容易使学生没有更高的进取心，由此消磨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2. 提前进行专业思想教育 

据我国教育部统计，在大学生群体中，有很大部分的大学生不明白为什么选择本专业？还有一部分

大学生不知道本专业今后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很多毕业生甚至不知道专业核心课程学得是什么？通过

这些研究调查的结果，可知专业思想启蒙教育的重要性。专业老师应该在新生的入学教育之际，就对学

生进行专业思想教育。通过讲解本专业的由来及发展史、分析本专业的未来前景、介绍本专业将学习的

课程和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以及本专业毕业后的就业情况等方面，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学习本专业的详情

并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 

3.3. 整治学风，严抓教风 

校园学风是学生潜在的学习动力源泉，良好的学风能起到激励学生自主学习的作用。良好的学风可

以通过学生的目标、态度、纪律、方法、兴趣、效果等具体地反映出来。通过校园文化宣传以及制定严

格的校规校级，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和端正学习态度，以积极自主的方式探寻学习过程中的乐趣。例如：

加大学生考试作弊的惩罚力度，杜绝一切作弊的可能，通过签订考试承诺书，将学生的作弊心理消除在

萌芽状态。这种优良学风的建设也能积极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再者，良好的教风对于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对于普通的本科院校，一般招聘

老师的最低要求是具有博士学历。但其中许多老师是刚获得博士学历就前往院校担任专业老师，这些老

师的专业知识无可怀疑，但其教书育人的方法效果就无从探究。此外，由于高校对于教师的工资评定模

式的转变，使得许多老师也渐渐淡化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针对这些目前的现状，建议高校重

视老师学术科研能力的同时，也加强对老师教风的培训，让老师形成“不远离学生、以学生为本”的思

想教育理念。以学生的角度来看，老师的教育理念能直接影响到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 

3.4. 制定严格的生活管理制度 

对于大部分缺少学习自主学习能力的大学生而言，生活方式不规律是主要原因。目前，我国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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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院校对大学生都是实行开放式的生活制度，即宿舍不断电、不断网、无夜间查寝等。这些措施

对于刚上大学的学生无疑是进入了“人间天堂”。目前，大学里出现了一种新的交友模式——游戏交友。

对于大学新生，对室友的具体了解居然是通过游戏战场来加深彼此了解。同样，在今后的大学生活中也

是通过游戏来巩固朋友间的友谊。久而久之，学生逐渐适应并享受着这样漫散的生活，自主学习在学生

心里变成了“不可能”。为提高大学生的生活规律性，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具体措施如下：首

先，完善生活管理制度，将断电断网也纳入统一管理制度中。其次，根据院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严格的

归寝查寝制度，对于违规者加大处罚力度。以此强制纠正学生的漫散生活，以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作息

规律，健全其身心健康，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3.5. 培养学生兴趣，因材施教 

兴趣是大学生最强大的学习动力，大学生因接触到许多新的事物，则容易在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

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这就是对专业知识学习最大的推动力，而专业老师应善于观察并发现学生

的兴趣导向，并根据学生对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学生个人能力不同等情况，从而制定出适合不同学生的

教学要求。在这个基础之上，应该合理发挥我国普通本科院校所制定的“导师制”制度[9]。由此还可以

促进导师与学生交流，激励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以上措施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而且有一些措施其实也都在实行，只是存在力度不够，投入不足的现

象。为有效落实以上激励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举措与措施，对于初入大学的大学生需从自身思想教育

开始。“大学第一课”显得尤为重要，这不是学校或家庭单方面的事儿，需要家庭和学校都应该重视开

学教育，积极引导大学生们有自己的职业规划以及树立正确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此外，

学校可以开设由专业名教授执教的专业相关的启蒙课程，加强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识，了解自己所学

专业的就业前景和发展方向，以及本专业对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性。大学的校园生活，对大学生更

多的约束来自于校园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模式，学校应该加大处理不良学风的惩罚力度，以及制定严格的

生活管理制度，使大学生们破灭“走捷径”、“人间天堂”、“60 分万岁，多一分浪费”的想法。大学

本就是学生可以自由展示自我的平台，在开放式教育的模式下，大学生更能激发出自己的潜在学习能力，

学校老师可以积极鼓励大学生加入自己的兴趣团队，使学习成为一种主动，一种习惯。 

4. 结论 

本文调研了当代普通本科院校大学生的学习及生活现状，研究了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低下的原

因，得出了五点激励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的措施。此外，本文通过深入大学生群体，揭示了大学生

的一些不良行为，这对正在“颓废”的大学生是一种启示。同时，文中所阐述的一些现象对高校教师也

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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