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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提出要建立以激活内需、激发自主发展为导向的

“引领型”学风建设新模式，转变理念、重构体制、创新

机制，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学风建设“供给体系”。

（二）朋辈榜样促进学风建设研究

刘洋溪等（2021）探讨了典型模范人物引领高校学

风建设的可能性，分析了现存问题并提出了典型模范人

物引领高校学风建设的落实机制。李璟璐等（2019）指

出朋辈榜样有利于激活新时代高效学风建设学生主体的

内生动力，能够促进高校学风建设内涵式发展，详细论

述了朋辈榜样在高校学风建设中的运用方法。

（三）高校学风建设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兰淇（2019）研究了高校学风评价体系构建及影响

因素，从学校、教师、学生、家庭和社会五个方面进行

了学风影响因素分析，构建了学风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

最终形成评价模型。李适等（2017）研究了信息时代高

校学风建设评价体系的构建，指出要从发展理念入手，

在现有的学风建设评价体系基础上加以细化，充分利用

网络信息技术形成高校学风建设评价体系。

优良学风培育的难点问题

学风建设是关系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重要内容，但当

前在大学生群体出现的课堂沉默、学习拖延、学习倦怠

等消极学习现象逐渐严重，本科生总体上存在学习倦怠

问题，在学习中容易出现成就感低、行为不当、情绪低

落的现象，学习内驱力不足逐渐成为群体特征，优良学

风培育困难、影响力小，不同类型的高校在优良学风培

育方面均存在一些共性难题。

（一）大体量与个性化的矛盾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从高中进入大学，大学生面

临的是另一种模式的“大体量教育”，尽管高校从制度

上、招生规模上严格控制生师比，且通过配置班主任、

学 业 指 导 老 师 等 形 式 来 帮 助 学 生 解 决 个 性 化 的 学 业 问

题，但配置到个人的教学资源仍相对有限，学风培育作

为一种群体性习惯培育活动，群体性指导模式不可避免

地与学生个性化发展产生矛盾。而学生个性化的加强，

导致群体特点不明显，学风培育活动难以精准捕捉对应

群体受众，进而导致优良学风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较弱，

存 在 普 遍 的 学 生 个 体 对 于 群 体 性 优 良 风 气 的 感 受 力 较

差、接受度不高的情况，优良学风培育活动实际效果低

于预期。

（二） 强焦虑与弱行动的矛盾

高 校 学 风 培 育 的 两 种 主 要 模 式 之 一 是 正 向 引 导 ，

常见的方法有榜样引导、模范行为教育，以强化正向行

为 ， 来 引 导 群 体 性 行 为 模 式 改 变 ， 但 在 实 际 教 育 过 程

中，大学生对于此类教育活动的感知往往与活动目的存

在一定偏差，榜样与学习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会增加学习

者的发展焦虑，而对于教育目的的错误感知以及实际教

育内容的错误领会则会导致学习者学习效果不佳，容易

产生“强焦虑”“弱行动”的现象，难以帮助大学生形

成真正的精神动力，进而难以促进学习行为方式转变。

（三）纠正与保持的矛盾

高校学风培育的另一种主要模式是不良学风纠正，

常见方法有后进生帮扶、不良行为习惯纠正教育，纠正

不良行为，遏制不良学风对优良学风的冲击。但对于大

学生而言，学习行为已经在中小学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行

为模式与习惯，不良行为的纠正尤其困难。在长期的规

训式教育影响下，有持续至大学的不良学习行为的大学

生对“纠正措施”的存在更加敏感且明显抵触，同时由

于教学资源配置问题、大学生对监管抵触也伴有逃避现

象，虽采取了短期的纠正矫正等措施，但之后行为的保

持往往缺乏长期监督与巩固，此类学风培育模式往往耗

费教师大量精力却难以实现目标效果。

（四）概念不明导致的行动偏差

因 为 生 源 差 异 、 培 养 目 标 差 异 ， 不 同 层 次 、 不 同

类型的高校之间甚至学院之间、班级之间对于“学风”

这一概念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学风——学术之风？学

习风气？在教育部引领的学风建设活动中，更加偏重学

术不端行为惩处，而对于更多的本科高校而言，学风建

设活动更多的偏向不良学习习惯的纠正，在教学及育人

目标上与育人要求存在偏差，人才培养质量无法满足预

期。优良学风培育必须基于培养目标、学生特点及师资

条件，在分析现有资源、现存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符合

实际需要的优良学风培育方法及路径。

赋能逻辑下高校优良学风培育路径

培育优良学风，应首先明确高校学风的内涵，不能

将学风培育活动局限于改善具体课程学习效果层面，而

应聚焦学术、创新创业，从文化、能力、目标、精神、

教风等方面全面赋能，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帮助

学生群体形成良好的群体行为习惯，形成针对大学教学

最终育人目标的学风培育方案。

（一）文化赋能，提升优良学风影响力

每个学校都有明确的学风精神、校训精神，但目前

我国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对于校风、学风精神的宣

传有待加强。首先高校应充分挖掘学校校风、学风精神

的内涵，同时通过校园文化氛围搭建、文创产品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