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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软植入等模式，大力宣传优良学风精神，将学风精

神塑造成学校的文化符号，营造良好学风培育的文化氛

围，发挥文化浸润作用，引导同学们自觉追随良好学风

精神。

（二）能力赋能，提升本科生学力水平

高校必须做好学生学习能力培养，通过能力赋能，

减少学业问题对良好学风培育的负面影响。高等教育教

学模式的适应性问题是引发学业不良学习问题的重要原

因，应当在学生入学后或学业问题暴露后，根据学习能

力对学生进行分类，提供有针对性地指导，避免不良学

风在学习困难群体中产生。同时应当做好学习方法、学

习策略提升指导，提升本科生学力水平，进而提升同学

们的学习自信，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引导学生将学习目

的从“考试”转变为“创新”，保证学生的学习能力适应

大学育人目标，进而提升学生对于优良学风的感知力。

（三）目标赋能，提升本科生学习热情

重视目标赋能，解决当前本科生因迷茫困惑而造成

的学习问题。将本科生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指导与良好

学风培育相结合，帮助同学们形成内发学习动力，通过

目标赋能，帮助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提升本科生对于

专业学习的热情，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同时可以改进

当前的学习评价激励机制，通过机制创新，对于中游学

生或后进学生给予更多的正向激励，提升这一部分同学

在优良学风培育过程中的参与度，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和

荣誉感，在充分发挥前端学生对于优良学风培育的正面

作用的同时，降低甚至避免其他同学对于优良学风培育

的负面影响。

（四）精神赋能，夯实本科生理想信念

加 强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 培 育 本 科 生 科 学 精 神 ， 厚 植

爱国主义精神，帮助本科生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科研创

新信念，提升大学生对于学术、创新创业的兴趣，抵制

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的个人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纠正大

学生的短视行为、避免大学生的投机心理。通过精神赋

能，培育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远大理想抱负的新时代新青

年，端正大学生的学习态度，进一步滋养优良学风。

（五）教风赋能，提供优质学习环境

教风是高校学术生态的基石，是学生学习习惯养成

的基础，是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保证，教风对学风培育

具有重要影响。加强教风建设，以教风促学风，加强上

层建筑，从宏观层面确保高校学风建设总体方向不偏航。

进一步加强课程建设，让学生通过课程能够学到基础知识

也能发挥创新能力，给学生创造更多自主参与学习、发

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机会。打造多元化评价模式，提供

优质学习环境，促进本科生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

在 长 期 的 应 试 教 育 发 展 过 程 中 ， “ 规 训 逻 辑 ” 贯

穿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学教育过程，在高校学风建设过程

中，也不可避免地倾向采用纪律约束的方法规避不良学

风 的 形 成 。 在 高 校 实 际 教 育 教 学 工 作 中 ， 面 对 学 风 问

题，“学风矫正”也成为一种惯用思路，深究其原因在

于当前高校学风建设模式中，正向引导作用发挥较弱，

效率较低，而当前高校教育教学节奏快、学生群体数量

渐增，社会风气浮躁、学业问题学生反叛心理严重等问

题突出，增加了基于正向引导的优良学风培育工作的难

度 。 “ 赋 能 逻 辑 ” 是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的 教 育 教 学 思 路 转

型，全面转变优良学风培育思路，解决赋能效率问题，

形 成 更 为 有 效 且 长 效 的 学 风 培 育 模 式 ， 使 得 高 校 “ 学

风 ” 获 得 自 动 代 谢 、 自 动 升 级 功 能 ， 真 正 形 成 优 良 学

风、发挥优良学风的引领作用与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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