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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学习动力是学习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学习动力不足会引起学业下滑、情绪低
落，甚至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本文通过对肇庆学院大学生的调查与座谈，了解到目前
大学生的学习动力整体呈下降趋势，指出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与目的呈现浓厚的功利性、复杂性与
多样性，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个人自身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 调查结果说
明个人自身因素与学校因素是造成学习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从这两方着手提出了激发大学生
学习动力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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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arning�motiva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the� success�of� college� students.�Lack�of�
learning�motivation�may� lead� to�a�decline�of�academic� interest�and�depressed�emotion,�moreover,�ma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did� by� the�
authors,� we� found� the� learning�mo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resents� a� downward� trend.� The�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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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many� reasons� to� lead� to� the� phenomenon� such� as� personal� factor,�
family� factor,� college� factor� and� social� factor.� By� the� inuestigation,� the� personak� factor� and� college�
factor� are� the�main� causes�which� result� in� the� lack�of� learning�motivation.�Starting� from� these� causes,�
the�paper�also�gives�the�suggestions�for�promoting�the�learning�motivation�of�thes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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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习动力，就是推动学习不断前进、激励学
习行为持久并达到既定目标的学习作用力。 学习动力
对任何的个体、群体都会有促进，而学习动力对学生而
言，对他的学习活动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刺激学生
学习的关键诱因， 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
习成绩，关系到大学生能否健康成长成才，影响当今高
等教育的质量和成果。因此，开展对当代大学生学习动
力的研究， 对大学生学习动力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有
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学习动力的特点

为了深入了解当代大学生学习动力现状并进行
分析研究，找寻解决问题的途径，作者采用了问卷调查
的方式，对肇庆学院四个年级（2011—2014 级）所有专
业随机发放 60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525 份，有
效回收率为 87.5%。 调查问卷对学生分类采用复分类
处理，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被调查学生的构成

序号 情况分类 符合人数（%）

1 男生 40

2 女生 60

3 城镇学生 40.76

4 农村学生 59.24

5 大一学生 35.62

6 大二学生 44.38

7 大三学生 13.52

8 大四学生 6.48

9 独生子女 58.48

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 大学生学习动力现状、学
习动机与目的、影响学习的环境因素等三大方面。除了
通过调查问卷，还配合使用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等方
式， 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了解和反映大学生学习动力
现状。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动力现状呈现以下
几个方面的特点。

1.�大学生的学习动力呈下滑趋势
调查显示， 在学习态度方面，9.71%的学生比上高

中时劲头更大了，20%的学生保持原来劲头，28.19%的
学生比高中时学习劲头小，9.33%的学生觉得越读越没
劲。 在平日常生活中对学习时间的利用方面，48%的学
生选择“有时抓得紧，有时较放松”。这其实表明，只有在

临近考试或交作业时，将近一半的学生才会抓紧时间学
习，而平时显得很松懈。这也与校园观察到的情况符合。

关于学生如何看待考试方面，38.10%的学生选择
“60分万岁”，只有 20.76%的学生选择“认真，检验自己
水平”。关于旷课情况的调查，26.86%的学生选择“偶尔
旷课”，24%的学生选择“很少旷课”，从不旷课的学生
只有 14.10%。 关于复习情况，31.81%的学生“临考前进
行复习”，只有 6.29%的学生多次（平时、阶段、考前）进
行复习。

对于“在学业上， 你是否想得到承认和赞许？ ”
37.33%学生回答很想，23.81%回答有点想。 对于“当学
习和娱乐发生冲突，你会选择怎么做？ ”38.29%选择先
学习后娱乐，14.29%选择先娱乐后学习，另有 9.33%的
学生选择学习而不娱乐。

比较上述三组数据， 大学生的学习愿望还是有
的，但是行动显得不足。

根据学生的构成，分析表明，大学生学习动力呈
现以下特点：

（1）女生比男生更具有学习动力；
（2）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学习动力大；
（3） 低年级大学生比高年级大学生的学习动力

大。
综上所述，对比作者对上世纪末大学生状况的了

解，其学习动力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这不仅影
响了大学生在高校的学习成绩和能力发展， 也影响了
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负面作用非常严重。

2.�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与目的呈现功利性、复杂性
与多样性

调查显示， 对于上大学的驱动因素，29.90%是为
了“将来能有一个理想的工作”，14.48%是因为“老师和
家长的迫切期望”，只有 10.86%是因“本人强烈的求知
欲望”。 关于选择专业的驱动因素，29.33%的学生选择
了“个人有兴趣，学习有意义”，9.33%的学生是因为“受
父母、师长影响而决定的”，8%的学生是因为“专业热
门，好找工作”。

对于未来的工作志愿，24.19%的学生选择“到企
事业单位工作”，13.52%选择在学校工作（这对于师范
生较多的肇庆学院比例是偏低的），只有 8.19%的学生
选择在科研与设计单位工作。对于找工作的首要依据，
29.71%的学生选择“自己有发展前途”，8.57%的学生
选择“力争到生活条件优越，薪水高、福利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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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的学生选择“希望在父母身边”。 对于理想的目
标，11.24%的学生选择“百万富豪”，14.48%的学生选
择高层领导，10.86%的学生选择成为“学科的首席专
家、教授”。

调查表明，有少数学生家庭条件较好，这些学生并
不考虑就业问题， 这些学生来上大学或是为了应父母
之命拿到文凭，或是为了享受校园生活。 调查表明，虽
然相当部分学生的学习指向是趋向于功利化， 但这部
分学生学习动力也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 肇庆
学院的学生中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约占 10%， 贫困生
大约占 20%，其他则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自不同阶层
的大学生的学习动力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家庭条件优
越的学生相对着眼于自己的专业兴趣和发展前途，而
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学生及贫困生则更多着眼于以后
的就业挣钱等功利性因素。

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中虽然不乏缘于个人学习
兴趣而积极进取者， 但也有部分学生上大学仅是为了
拿到文凭或享受校园生活，而出现明显的厌学情绪，表
现在旷课、逃课现象较多，考试是抱着“60 分万岁”的
心态， 其情绪和行为严重影响了其他学生的学习心态
和学习行为。

根据调查结果，笔者发现，当代大学生学习动力
已经严重偏离了正常的轨道，缺乏为国争光的抱负，缺
乏攀登科学高峰的意识，缺乏百折不挠的毅力。由于社
会的诸多诱饵影响， 加上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的诸多变
数，学生学习动力指向性强，明显更加趋于功利性、复
杂性与多样性。

二、影响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因素

通过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和走访个体等途径收集
到的资料数据的综合分析研究和梳理，基于上述的特点
分析，可知造成大学生学习动力缺乏的原因呈复杂性。

1.�自身因素
辩证法认为， 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原因。

“90 后”大学生自身存在的个性发展特点，导致其学习
动力的不足。

一是适应能力差。 据调查，刚上大学一年级，过半
的学生还能保持甚至超过读高中时的学习劲头，然而，
由于高校的学习管理比较宽松， 校园生活和社团活动

又丰富，校园生活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方面的诱导，到
大二时，学生的学习劲头明显下降了，个别高年级的学
生甚至表示越读越没劲。

二是“三观”意识弱。“三观”指世界观、人生观与
价值观。 大部分大学生刚成年不久，思想缺乏成熟，正
处于逐步形成自身的“三观”阶段，但由于高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路径的变化或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 且学生
易受从众文化的引诱，如网络上不良信息的诱导等，导
致大学生未能树立正确的“三观”意识，产生了功利思
想和读书无用论的想法，致使学习动力不足。

三是自控能力低。 大学生虽然大多已是成年人，但
是多是家庭的宠儿，独立性差，缺乏坚强的意志力，容易
受外界各种不良环境的影响， 从而产生惰性和从众心
理，参照对象偏移，如有的同学不与“学霸”、“学神”看
齐，而与“逃学威龙”同学一样不学习，喜欢逛街或在宿
舍打牌、玩游戏、看影视剧，更有甚者，“机不离手”。

2.�家庭因素
对于“你父母对你的学习成绩关心吗？ ”23.05%的

学生认为经常问起，30.67%的学生认为有时问起。也就
是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家长不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
缺少家庭的教育，相比高中阶段，通常家长觉得孩子考
上了大学，就不用管孩子学习了。

3.�学校因素
随着就业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改进，大学生的学习

动力表现更加直接和面向现实，在校期间把“周身证”①

作为重要目标。 高校扩招后，大学生规模增大，而师资
力量、后勤服务人员配备等缺编，导致教学质量与管理
服务工作出现“短板”，学生的学习愿望无法得到引导，
影响学习动力。

一是设施、后勤管理及师资因素。 对于问到“你认
为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对你的学习积极性有影
响吗？ ”30.29%的学生认为影响很大，21.71%的学生认
为有点影响。“你认为教师的教学态度如何？”24.95%的
学生认为大多数好，21.71%的学生认为对半。“你认为
教师的教学方法如何？ ”29.14%的学生认为大多数好，
24.76%的学生认为“对半”。“你认为最好的教学方式
是？ ”18.29%的学生认为是讨论，13.52%的学生认为是
实验实习，28.19%的学生认为是社会实践。这说明过半
学生对高校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不太满意。 调

①“周身证”指一个人拥有多种证书。 尤指高校毕业生拥有诸如托福考试成绩、雅思考试成绩、会计上岗证等多种证件。 一定程度上，这些证件
会给学生就业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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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显示，个别教师的教学态度不太端正，责任心不够，
对学生也不够严格； 部分青年教师缺乏教学经验和教
学技能，未能找到有效引导学生学习的授课方式，授课
内容也相对枯燥单薄。部分老教师则存在职业倦怠感，
虽然教学经验丰富，但缺乏教学热情，对创新教学方式
和授课内容的动力不足。

毫无疑问，过半学生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后勤管
理制度有不满意的地方， 体现在某些院系的硬件设施
陈旧落后、教学仪器和实验器材不足亟待完善，或者完
好率较低，容易出故障；学生对食堂食品不满意，诟病
宿舍管理制度。 以上这些情况都对学生的学习热情产
生消极的影响。

二是校风学风因素。 对于问到“当你看到周围的同
学在谈恋爱， 你会想到也去谈恋爱吗？ ”29.14%的学生
回答“有点想”，回答“不受影响的”只有30.29%；对于“你
认为谈恋爱会影响学习吗？ ”只有 28.76%认为“有点影
响”，“你认为你的同学努力吗？ ”23.81%的学生认为“比
较努力”，28.19%的学生认为“一般”。 调查显示，受社会
大气候影响，当今大学生恋爱现象很普遍，学习氛围也
不够浓，很多大学生抱着“及格万岁”的想法，学习上得
过且过，期末备考时则临时抱佛脚、搞突击以求过关。

4.�社会因素
社会上诸多负面题材直接动摇了大学生的学习动

力和信心。 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
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带来冲击。 当前社会上腐败之风的
严重，外来舶来品文化的侵蚀，新媒体网络的诱导，充塞
了大学生的头脑，影响了大学生的正常辨别与独立思考
能力。对于问到“社会上对你的诱惑因素多吗？”8.38%的
学生认为“有很多影响”，37.33%的学生认为“有一些影
响”，只有 3.62%的学生认为“没有影响”。 50.29%的学生
曾参加社会实践或打工。 33.71%的学生经常上网，
26.86%的学生偶尔上网。 80.57%的学生上网是做与学
习无关的事情， 只有 31.82%的学生会上网查资料看新
闻。这说明，大学生容易受社会上不良因素的诱惑，也喜
欢上网“冲浪”，部分学生甚至沉迷网络、沉湎于 QQ、微
信、微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动力。

三、提升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对策

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90后”，他们个性张扬，思维
活跃，记忆力好，自主性强，正值创造健全人格的最佳时
期。当了解了大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原因后，就应该积

极引导大学生提升学习动力，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享受
学习的乐趣和快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树立正确的“三观”
我国高校有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轻视思想品德

教育的传统。 体现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形势
与政策》之类的课程较多，但涉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
人格成长的课程较少。 高校应该多开设一些《心理健
康》、《思想品德教育》之类的课程。当前，党中央号召高
校应灵活采取各种形式开展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教育。 笔者认为价值观教育应充分吸取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重视健全学生的人格，提升
学生的人文素质和道德修养。 要让广大学生正确认识
人生的价值，杜绝拜金主义、权利主义、自由主义、读书
无用论等不良思想的侵蚀，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
立志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通过努力学习，提升综合
素质，实现人生的价值。

2.�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明确奋斗目标
目前，很多高校都开设了“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

导”、“创业教育”等课程，开设这类教程有利于让大学生
明确大学期间的奋斗目标，及早对职业发展进行远景规
划。 但开设这类课程要注意不能急功近利，简单等同于
帮助学生寻找工作和创业，提升就业率。 开展职业生涯
规划教育，目的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明白自身条件
与职业理想的现实差距，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从而明确
大学生涯的奋斗目标，增强自觉学习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3.�提高教学质量，完善管理制度
教学质量是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要通过提高教

学质量，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1�］

一是提升高校的教学水平，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自主性。 首先，通过加强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师
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的教育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引导
教师学习与研究，了解科技发展，增添新知识，了解社会
动态，把握历史使命；其次，深化教学改革，改变传统的
“灌输性”教学方法，构建自主性学习的教学模式。 自主
性学习的教学模式，即要求教师站在“引导者”的角色，
通过制定学习目标，创设学习情境，对学生进行学习引
导；学生则由被动转为主动，通过参与课堂教学，自主探
究知识，形成总结和评价的学习模式。同时，扩大学生课
外的学习空间，通过开展“第二课堂”的学习形式，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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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发现教师缺乏时间参与会议， 更缺乏时间完成
个人在学校评估中所分配的任务及工作，［7�］因此，普通
高中要合理编排自评时间，使他们有时间调查访谈、分
析证据、判定质量、撰写报告、监控改进。

总之，特色高中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普通高
中依据选择性发展行动指标，执行自我评价七步操作模
式，形成自主评价的内驱动力，能够逐步走上主动自评、
特色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不断激发学校保持持续特色
发展的愿望，提高学校自我评估、自我调控、自我完善的
意识和能力， 使高中最终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办学主
体。当学校能够自成办学特色、自主评价与变革时，就能
够进一步转变教育理念和办学行为，为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创设更为丰富、多元、高质的空间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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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提升学习的自主性。［2�］再
次，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完善教学楼、图书馆、
教学设备和实验器材，优化校园环境等，从物质上确保
大学生的学习条件，提升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二是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保障良好的学习氛围。
高校应落实“以人为本”，即以学生为本，以培养应用型
人才为根本目标，合理制订各类各项管理制度，杜绝影
响大学生学习的不良制度因素， 如制订合理的宿舍作
息制度，严管异性进入学生宿舍，从而创设良好的学习
氛围，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

4.�建立学校与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学风建设
机制

学风建设是高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与完
善学风建设长效机制是每所高校的常态工作。 建设学
风必须重视家庭与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因素，通
过构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联动机制，建
立优良的学风建设长效机制，发挥优良学风育人、成人
的重大作用。家庭教育是学生的基础教育，对学生的成
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高校要与学生家长保持紧密
的联系，让家长有渠道及时了解学生在校动态，参与到
对学生的教育工作中来。另外，社会环境的丰富、深刻与

复杂性，对大学生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学校教育要
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寻找最佳的结合方式，例如学校与企
业合作办学、建设社会德育基地、校外专业实验与实践基
地等，让广大学生能接触优良的社会教育环境，杜绝不良
的社会环境对学生的影响，激化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力。
社会各界也有责任与义务为大学生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
与学习氛围，实现社会环境的良性教育作用。

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动力是大学生对学习行
为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心理驱动总和，要了解大学生学习
动力状况， 采取有效措施优化大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促
进其自主学习。要转变思想观念，更新教育意识，运用复
杂性思维对大学生学习动力的激发过程进行综合研究
和探索，齐心合力，齐抓共管，驱动创新，以更好地调动
大学生的学习动力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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