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新西部·　　　　 ·2023年第9期

教育·教学丨Education & TeachingＥ

高校学风是大学生群体在大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形

成的群体性心理习惯和行为倾向以及自觉或不

自觉地遵循的约定性秩序和规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

持续性，是大学隐性教育的重要方面，是高校师生群体

共建、共有、共享的治学风气、学术风气、学习风气，

具有教化引导的重要作用，深刻影响着广大学生群体成

长成才的各个方面。学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广大师生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直接关系到高校培养人才的

规格和质量，影响着学校的学术声誉、社会声望，制约

着学校的发展和建设。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建

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从2012年的30%，提高至2021年的57.8%，高等教育进入

普及化阶段，这对当前高等教育资源保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

的现代化，而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必须重视学生群体

风气，培育优良学风，推动大学生群体性学习行为向好

转变是保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前我国高校优良学风培育研究成果简述

2011年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

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学风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是教书育人的本质要求，是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发展

之魂。优良学风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自

2012-2014年教育部引导的高校学风建设专项教育和治

理行动起，培育优良学风成为高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战略

任务。我国历来重视学风探讨，“学风”也是具有中国

教育特色的专有词汇，代表着高校师生群体治学的态度

和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风貌，具体评价指标包含

学生群体性的学习态度、学习目的、学习相关行为习惯

等。国外学界关注的“学术诚信”“学习习惯”等也是

我国“学风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类研究具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但与我国高校学风研究具有本质区别。我

国高校优良学风培育针对以学校、院系、班级等行政划

分而形成的学习群体，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群体

性品格培养。

当前，我国高校优良学风培育研究主要现存以下几

类研究成果：

（一）高校学风建设机制研究

徐 讲 虹 （ 2 0 2 2 ） 研 究 了 规 训 对 于 高 校 学 风 建 设 的

作用，提出规训目标偏差和规训技术使用不当是当下高

校 学 风 建 设 不 理 想 的 主 要 原 因 ， 表 征 为 部 分 大 学 生 对

学 风 建 设 的 消 极 应 对 和 虚 假 认 同 。 王 蕊 （ 2 0 2 0 ） 从 多

个维度透视了高校学风建设主体性缺失的影响因素，提

出了新时代高校学风建设主体性重建的多维路径。毛颖

基于赋能逻辑的高校优良学风培育路径探析
 张　悦

学风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优良学风是提升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保证。培育优良

学风，应当从文化、能力、目标、精神、教风等方面全面赋能，全面提升优良学风影响

力，提升本科生学习能力、学习热情，夯实本科生理想信念，使高校学风获得自动代

谢、自动升级功能，充分发挥优良学风的引领与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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