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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等等。以上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专业教师在学风建设

中主体功能的缺失，即忽略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的功

能，未能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没有带着“爱”

和“感情”开展教学工作。

（二）辅导员导学主体作用缺失

当 前 ， 辅 导 员 在 高 校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 中 承

担着思想理论教育、学业辅导、日常事务管理等大量工

作，虽然各高校已经将学风建设作为辅导员日常重要工

作之一，但部分辅导员在学风建设工作理念上认识不深

刻、理解不到位，例如：有的辅导员片面认为学生学习

成绩主要与专业教师教学水平相关，辅导员作用不大；

有的辅导员自身能力不够、精力不足，学业辅导工作流

于形式；有的辅导员学业辅导方法落后，对学生更多采

取的是说教方式，未能充分发挥学生骨干的朋辈引领作

用，未能与专业教师有效沟通、密切配合，学业辅导缺

乏针对性、实效性。

（三）学生乐学主体意识淡化

当 代 “ 0 0 后 ” 大 学 生 ， 生 长 在 我 国 经 济 飞 速 发 展

时期，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较好，家长对他们学习的投入

度较之前是大大增加，他们也习惯了在家长的“安排”

下学习，没有体验到学习带来的愉悦感、成就感和满足

感。例如：部分学生缺乏自主学习意识，没有真正理解

学习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只是服从式、机械式地

学习；部分学生缺少自主学习能力，沉溺于刷网络短视

频、玩网络游戏，学习时精力无法长时间集中；部分学

生在遇到学习问题时，即不主动思考，也不主动寻找老

师、同学的帮助，而是利用搜题软件查找正确答案，甚

至有的学生在逃课时利用网络找人“替点名”，考试时

利用“助攻群”，寻找答案、寻找“抢手”；部分学生

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缺乏时间管理能力，平时不

自习，考试前也不“突击”复习，而是准备利用智能眼

镜、智能手表等实施作弊。

（四）家长督学主体意识消解

当前，部分家长对大学生学习重视程度较之基础教

育阶段有所减弱，监督指导学生学习力度不够。究其原

因，有的家长是因为对学生专业课程知识完全不了解，

不会不敢进行指导；有的家长则认为“学校距离家太远

了，管也管不过来了”，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已经是大

学生了，不用再像中小学那样督促学习了”；有的家长

对学生盲目“信任”，几乎不主动跟学校辅导员沟通学

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不了解学生真实的学习成绩；有的

家长只是简单地要求学生要认真学习，而忽略与学生的

情感沟通，在学生学习心理发生波动时，无法引导帮助

学生。家长督导学习主体作用的弥散，导致部分学生进

入大学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知道学习为何？如

何学习？这就导致考试不及格、考试违纪作弊等学习问

题的产生。

高校优良学风的系统性、主体性重构

直 面 当 前 学 风 建 设 中 的 新 挑 战 ， 高 校 要 对 学 风 建

设进行系统性、主体性重构，从源头上准确理解把握高

校学风建设的内涵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都是普

遍联系的。学风建设，归根到底是教与学的关系，是高

校如何教好与学生如何学好的关系。学风建设工作是一

项系统工程，由以专业教师为主体的教学工作系统、辅

导员为主体的学生工作系统、学生为主体的自主学习系

统、家长为主体的家庭督导系统四个子系统组成，这四

个子系统相互连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高

校学风建设的变化发展。

（一）教学工作系统的教学主体性

在 学 校 第 一 课 堂 中 ， 专 业 教 师 承 担 着 课 程 讲 授 、

实验实训等基础性教学工作，是学风建设中“教学”主

体。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师范大学时勉励全国广大教

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的“四有”好老师。专业教师在学风建设中充分发挥

主体作用，要具备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

勤勉的教学态度和科学的教学方法，还要具备高尚的师

德，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通过自己的教学和辅导，引导

学生不断求真务实、不断创新实践。

（二）学生工作系统的导学主体性

学业指导是辅导员的重要职责之一，以辅导员为主

体的学生工作系统是高校学风建设工作的重要组织者和

实施者。辅导员作为学风建设“导学”主体，既是职责

所在，也具备天然的优势。辅导员接触学生时间最长，

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习特点更加了解，辅导员要加强

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使

广大学生明确努力学习对个人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复

兴的重要意义。辅导员要多举措、多渠道培养学生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既为学习困难的学生开展针对性强的

学业帮扶活动，也要为成绩优秀的学生创造更多提升自

我的有利条件，激励学生勇攀高峰，为国家自主科技创

新贡献青春力量。

（三）自主学习系统的乐学主体性

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是学风建设“乐学”主体，要积极主动地学习科学文化

知 识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北 京 大 学 师 生 座 谈 会 上 指 出 ：

高等教育丨Higher  Education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