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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状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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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状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南京地区几所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状

态与学习成绩之间关系的分析，发现学生的学习状态影响学习成绩，为此，为改善此类学校学生的学习状态，针

对性地提出相关措施以提高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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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办高职院校，在我国
高等教育大众化推进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２００９年全国民办专科学校在校生人数已达到１７７９６２９［１］，
江苏省的民办高职院校办学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民办高职

院校学生的学习状况越来越受到关注。

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效果较差已经成为这类学生

的一种隐性标志，主要表现在高考招生属于最后一个批

次，层次较低，入学后在专业课、公共课学习过程中的表

现、学习成绩都存在很大问题，这与他们在校学习期间的

学习状态有密切联系。为此笔者以南京地区几所民办高

职学院为例，就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状态进行研究。

一、研究过程

（一）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以南京金肯职业技术学院、正德职业技术学

院、钟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就学习状态

所包含的有关学习的情智方面因素、学习的各个环节及班

级学习环境进行调查研究，寻求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

状态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期研究结果对此类高

职院校学生学习状态的改善有些许帮助。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所针对的是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状态，其中大

三学生有很大一部分受要到校外做毕业设计和找工作等

因素影响，在校学习时间相对较短，因此调查问卷在南京

地区的三所民办高职院校大一年级和大二年级的机械类

专业、土木建筑类专业、经济类专业中随机发放，这三个系

的学生数占三所学校学生总数的６０％以上。共发放调查
问卷２５９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４０份，问卷回收率为９２．７％。

（三）调查工具与统计方法

调查工具采用的是研究者设计的“高职院校学生学习

模式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调

查学生的基本情况，其余三个部分分别从学习的情智因

素、学习环节及班级学习环境几个方面调查学生的学习

状况。

问卷中按照被调查者对所调查问题的肯定程度，对选

项进行赋值评分（从１分到４分）。然后将所有有效问卷
的选项赋值得分相加，得到每位被调查者的学习状态测量

值；将被调查者的专业课成绩、英语课成绩分等级进行赋

值评分（从１分到５分），最后将每位被调查者的学习状态
测量值与学习成绩进行相关分析和关键因素分析。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使用ＳＰＳＳ１１．０１统计软件对所得数
据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专业课学习成绩与学习状态的三个因素的相关

分析（表１）
本次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涉及到的有关学习的情智

因素包含学习努力程度、专业课感兴趣程度、学习过程持

之以恒程度和课堂学习效率四方面。学习环节因素包含

上课笔记情况、图书馆文献资料查阅情况、学习计划制订

情况、课前预习情况、课后复习情况和师生间交流讨论情

况６个因素。学习环境因素只设计了班级学习气氛一个因



素。

表１　专业课学习成绩与学习状态包含的
三个因素之间的皮尔逊相关

情智因素 学习环节 学习环境

０．３９６ ０．２７４ ０．０４４

　　注： ｐ＜０．０１

　　由表１可以看出学习状态三个因素中，情智因素、学习
环节与专业课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而班级学习氛

围对学生个人专业课学习成绩的相关在统计意义上不存

在，说明学生通过改善情智因素，认真对待学习的每个环

节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

（二）专业课学习成绩与学习状态测量值之间的相关

分析（表２）

表２　三类被调查专业的学生的专业课学习成绩与
学习状态测量值之间的皮尔逊相关

机械类专业 土木建筑类专业 经济类专业

０．４６５ ０．４３９ ０．４８０

　　注： ｐ＜０．０１

　　由表２可以看出，被调查的三个类别专业学生的专业
课学习成绩与其学习状态测量值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此

外，本研究采用的调查表中学习状态测量值满分为４４分，
本研究中被调查学生的平均得分是２８．２分，有６５％的学
生得分集中分布在２４～３４分之间，说明大多数学生的学习
状态处于较好水平，其中专业课成绩调查得满分的４０人的
学习状态测量值集中分布在２７～３６分之间，极个别学生得
到满分。可见，专业课成绩较好的学生的学习状态测量值

得分也较高。

（三）专业课学习成绩与两个学习习惯因素之间的相

关分析（表３）

表３　专业课学习成绩与两个学习习惯
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

学习过程持之以恒程度 师生间交流、讨论情况

０．２３７ ０．２６２

　　注： ｐ＜０．０１

　　由表３可以看出学生学习状态包含的两个具有代表
性的学习习惯因素分别是学习过程持之以恒程度和师生

间交流讨论情况。这两个因素与被调查学生专业课学习

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也就是说，学习习惯较好的学生，

专业课学习成绩也较好，而学习习惯较差的学生，专业课

学习成绩也较差。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观察来看，

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存在较多的学习习惯较差的问题，这是

这类学生成绩较差的重要影响因素。下面做进一步分析。

１．学习过程持之以恒程度分布频次（表４）。由表４可
以看出被调查学生中，能做到对感兴趣的学习内容持之以

恒只占到２２．５％，而且还有６．３％的学生完全做不到。无
论从大学阶段的学习来看，还是着眼于现代人终身学习的

需要来看，学习过程持之以恒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

品质。

２．师生间交流、讨论情况分布频次（表５）。由表５可
以看出被调查学生中，能经常做到将不懂的知识和老师、

同学交流讨论的只占１０．８％，从来不和老师、同学交流讨
论的学生占７．１％。学会学习，重视学习策略，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是培养高效学习的基础［１］。俗话说，独学而无

友，则孤陋而寡闻。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切磋、琢磨很大

程度上能帮助学习者掌握难点，形成左右逢源、难题迎刃

而解的局面。

表４　学习过程持之以恒程度

能做到／人 比重／％ 经常能／人 比重／％ 偶尔能／人 比重／％ 做不到／人 比重／％

５４ ２２．５ ８３ ３４．６ ８８ ３６．７ １５ ６．３

表５　师生间交流、讨论情况

经常／人 比重／％ 有时／人 比重／％ 很少／人 比重／％ 从不／人 比重／％

２６ １０．８ １２１ ５０．４ ７６ ３１．７ １７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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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英语学习成绩与专业课学习成绩之间相关分析
英语学习成绩与专业课学习成绩之间皮尔逊相关系

数为０．４０７（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１时拒绝零假设）。笔者
由此推断，对于高职院校学生的英语课学习成绩和专业课

学习成绩而言，二者在对学习者的学习状态要求上没有本

质区别，且英语课学习成绩好与专业课学习成绩好，会互

相促进，呈现良性循环，反之英语课学习成绩不好或者专

业课学习成绩不好有可能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状态，从而

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呈现恶性循环。

三、讨论

１．学生的学习状态影响学习成绩。本研究中，被调查
的来自不同专业类别学生的学习状态对无论是专业课学

习成绩还是英语课学习成绩都有较强影响，其中学习习惯

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应当特别引起关注。

２．学习迁移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理论性知识的学习
与职业性知识的学习之间呈现正相关，因此，高职院校的

学生通过改善学习状态，来提高理论课成绩对整个高职类

型的学习有重大意义［２］。

３．对教、学双方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学生
的学习状态，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

（１）作为教育主导方的学校、教师、辅导员应及时给予
学生帮助和引导，用鼓励为主、督促为辅的方式，逐步使好

的学习状态内化成为学生自身的学习状态。

（２）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相对独立，自主性较强，学生
首先应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具体来讲学生自身可

以通过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培养

综合的学习能力以及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等途径来提升

学习状态［３］。

另外，民办学校收费高，生源很大一部分来自经济条

件较好的家庭，而这类家庭的部分家长在孩子养成好的学

习习惯方面往往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表现在对孩子学习

没有要求、放任孩子的不良学习行为、在学习方面不能做

出好的表率等，造成学生对学习的错误认识［４］。这就要求

家长要帮助学生确立学习目标、调整对学习的认知、克服

思想涣散毛病等，从而达到提升学生学习状态、提高学习

成绩，达成较好学习效果的目的。

（３）引导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在有关学习的问题上
加强沟通，实现取长补短、教学相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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