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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次研究主要为探究医学院校学生学习投入现状的影响因素。方法：因此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以四

川省西南医科大学为例，通过问卷随机调查300名在校大学生，从学生，家庭，课堂，课外四个方向研

究影响其投入现状的因素。结论：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度与学生、家庭、

课堂、课外因素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学生因素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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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arning engagement of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we took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nd randomly investigated 300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o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engagement status from four aspects: students, families, classes and 
extracurricular. Results: In this survey, we found that the learning engagement of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tudent, family, classroom and extracurricular factors, and 
the student factor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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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就读于医学院校。同时医学生一直以来都是医院医

生来源的主力军，因此国家对于医学生的培养与教学一直要求较高且极为重视。如何提高医学生的学习

成绩，培养医学生实践能力一直都是医学院校关注的重点。有研究表明，学生学习投入与学习成绩相关，

且学习投入度可正向预测学习成绩[1]。故研究影响学生学习投入的因素对于提高医学生的成绩，改善医

学院校整体教学水平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多数研究集中在学校、个体特征和家庭

上[2]。本次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从学生、家庭、课堂、课外四个方向分析影响医学院校大学生课堂投入

现状的因素，以达到提高医学生的学习投入现状，进而提高医学院校整体教学水平的目标。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为西南医科大学在校生，通过问卷随机抽样调查法，随机调查了 300 名在校大学生，

探究其课堂学习影响因素。 

2.2. 问卷设计与检验 

问卷调查量表来自论文《地方高校大学生学习投入度影响因素研究》[3]，并在此量表上进行修改，

形成适合本院校学生实际情况的问卷。问卷从学生、家庭、课堂、课外四个方向研究影响其投入现状的

因素。预调查中共发放问卷 55 份，有效问卷 51 份，有效率 92.7%，问卷的信度为 0.898，信度良好，效

度为 0.786，p < 0.001，适合用于因子分析。正式调查共发放问卷 300 份，有效问卷 274 份，有效率 91.3%，

信度为 0.873，信度良好，效度为 0.894，p < 0.001，达到预期设定。 

2.3. 数据分析 

对回收的全部数据进行处理，通过 Excel、SPSS17.0 等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统计、回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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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等处理。 

3. 结果与讨论 

3.1. 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表 1. 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 

项目 均值 标准差 理论均值 

学生因素 3.113 0.63 3 

家庭因素 3.030 0.74 3 

课堂因素 3.541 0.66 3 

课外因素 3.277 0.73 3 

 
见表 1，在本次研究中学生、家庭、课堂、课外因素影响度接近于中等水平，说明学生对于这些影

响因素的感受整体上比较一致且不太分散。因此学校和教育机构在设计教育环境时，可以重点关注这些

因素，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度。 
学生因素，根据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中的自我效能理论，可知，学习者的学习投入情况受到其个体

本身的意志，信念，素质等等内在条件的影响[4]。在本次调查中学生因素对于学习投入影响度接近中等

水平，但标准差为 0.63，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教育者应该关注并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采取差异化

教学策略，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同时，如果学习者具有较强的自我效能感，从而产生强烈的

学习动机，学习者会自觉产生学习的意愿，投入大量精力，进入学习状态，从而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投入

[4]。 
家庭因素，即家庭背景和父母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本次调查中家庭因素对于学习投入影响度接

近中等水平。对于学生而言，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提高学习投入水平

[5]；对于政府而言，在制定教育政策和计划时，需要考虑到家庭支持和资源的不平等问题，并提供相应

的支持措施，以减少学生之间的差距。 
课堂因素，课程因素中的课程设置以及课堂教学方式都会显著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6]。本

次调查中课堂因素对于学习投入影响度接近中等偏高水平，仍有待提高。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可以通

过鼓励互动、提供积极反馈、改变教学方法和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参与度。对

于学校而言，在课程的设置上，合理安排各学期的课程，根据课程的难易度和复杂性由浅入深、由易到

难地将各类课程分散安排在每个学年，形成层次化的课程教学体系[6]。 
课外因素，大学生发展是学生个体与大学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7]。本次调查中课外因素对学习投入的

影响程度接近中等水平，且大学生最终的发展结果如何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在受环境影响时的投入[7]。因

此，学校可以组织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提供良好的学习资源和支持，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3.2. 相关性分析 

表 2 是关于总投入度与学生因素、家庭因素、课堂因素和课外因素之间相关性的分析结果。根据表

格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整体学习投入度与学生、家庭、课堂、课外因素均存在显著的相

关性，且|r|越接近于 1，相关性越强。故该医学院校大学生的整体学习投入度与学生、家庭、课堂、课外

因素均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学生的学习投入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学校

在教育实践中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和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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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表 2. 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 总投入度 学生因素 家庭因素 课堂因素 课外因素 

总投入度 1     

学生因素 0.571** 1    

家庭因素 0.497** 0.479** 1   

课堂因素 0.501** 0.495** 0.524** 1  

课外因素 0.497** 0.516** 0.492** 0.658** 1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3. 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表 3. 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模型 指标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t Sig. VIF 

1 (常量) 0.450 0.14  3.222 0.001  

自变量 

学生因素 0.266 0.045 0.338 5.906 0.000 1.541 

家庭因素 0.131 0.039 0.194 3.382 0.001 1.550 

课堂因素 0.108 0.049 0.145 2.218 0.027 2.001 

课外因素 0.090 0.044 0.132 2.038 0.043 1.976 

调整后 R 方 0.419 

F 50.271 

D-V 1.66 
 

见表 3，在这个模型中，调整后的 R 方为 0.419，表示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学习投入)的 41.9%的变

异性。这意味着自变量(学生因素、家庭因素、课堂因素和课外因素)对学习投入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学生

因素的系数为 0.266，家庭因素的系数为 0.131，课堂因素的系数为 0.108，课外因素的系数为 0.09。系数

为每个自变量单位增加时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程度。所有自变量的 t 值都大于 2，且 p 值都小于 0.05，说明

学生因素、家庭因素、课堂因素和课外因素对学习投入具有显著影响。所有自变量的 VIF 值都小于 5，
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F 值为 50.271，对应的 p 值(D-V)为 0.001，说明整体模型是显著的，至

少有一个自变量对学习投入有影响。 
综上所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学生因素、家庭因素、课堂因素和课外因素对学习投入具有显著的影

响，并且这些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4. 结论 

根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1) 学生因素的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因素对学习投入有着较大的影响，其标准系数最高。因此，

在教育实践中，学校和教育机构可以重点关注学生的个体特征和态度，制定针对性的教育措施，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投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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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因素的影响：家庭因素在回归分析中也显示出对学习投入的影响。这提示教育者需要关注学

生家庭背景和环境对学习的支持程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相应的支持和资源，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投

入学习。 
3) 课堂和课外因素的不可或缺性：课堂因素和课外因素虽然系数较低，但也对学习投入有显著影响。

因此，教师和学校可以通过改善课堂教学质量、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促进他们更好地投入学习。 
4) 整体模型的有效性：整体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性，说明学生因素、家庭因素、课堂因素和课外因素

综合作用下对学习投入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制定教育政策和教学计划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业成就。 

5.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医学生的学习投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因素、家庭环境、课

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等，其中学生因素的影响最大。学习投入度的提高，对于提升医学生的成绩，改善医

学院校整体教学水平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可以根据这些现实意义，有针对性地采

取措施，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提升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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