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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高校大力扩招使得大学生原有的优越感逐渐消失,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部分大学

生主要精力已由学习转为创业或兼职,高校宽松的管理环境以及教育改革的滞后性使得部分大学生

更肆无忌惮的逃课打游戏,教师教育教学方法措施的不当使得部分大学生对学习产生厌烦等等因素

的叠加,促使当今大学生厌学现象广泛的传播开来,因此,对大学生厌学情况的研究已成为现阶段的重

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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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厌学现状描述 

高校,人们心中的神圣学府,所有莘

莘学子寒窗苦读十二载想要挤进继续深

造的地方,按理讲那些进入高校学习的

大学生本应该认真学习、刻苦专研、积

极进取,好好利用大学的四年时间努力

从各方面提升自己,为毕业后报效祖国

打下坚实的基础。可实际确是,坐进干净

舒适、窗明几净的大学教室的大学生们,

有些同学却是致国家的辛苦栽培于不

顾、致父母的含辛茹苦于不闻,拿着父母

的血汗钱、占着好位置,却干着逃课、上

课打游戏玩手机或者睡觉、作业不认真

完成或者抄袭同学作业、期末考试作弊

等恶性行为,这些行为都反映出部分大

学生的厌学特征。 

厌学主要是由于学生对学校的学习

和生活的产生的一种厌倦表现,其具体

表现为对待学习的态度消极,不愿参加

各种学习活动等。厌学的同学通常具有

认识上偏差、态度上消极、情感上抗拒

以及行为上逃离等特征①,这种现象在

当代大学生中已出现蔓延趋势,影响很

大,它不仅影响学生当前的学习成绩,还

会影响其未来就业；也会给高校教学质

量带来重大影响；甚至会对国家人才储

备带来严重影响。因此,该问题不能小觑,

应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2 厌学原因分析 

2.1社会原因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中国人民变得富裕起来,社会风气也随

之出现转变,拜金主义、奢靡之风、享乐

之风越来越严重,这股风气也刮进了大

学校园,身处象牙塔内的部分大学生们

也 始变得拜金、享乐,拿着父母打的生

活费进酒吧、逛街买名牌,同学之间攀比

心理严重,甚至有些学生由于父母给的

生活费不能满足自己高消费的生活要求,

始在社会上创业、兼职,当然这也并不

是不可以,只要把握好“度”：明确自己

的主要身份——学生、自己的主要任务

——以学习为主,创业、兼职只是辅助—

—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社会阅历,而不

能主次颠倒,否则就会出现主要精力放

在创业、兼职上,而产生学习是负担、累

赘的厌学情绪；更有少数大学生为了满

足自己奢侈型的生活水平,而在网络上

进行贷款,导致出现后面一系列的社会

问题,从而也就无心学业,厌学情绪也随

之滋生。 

另外,现在大学生的就业环境也不

是很好,找关系、走后门等不良的社会风

气致使有关系、有门路的大学生不需要

好好学习,以后就可以拥有一份不错的

工作；而没关系、没门路的大学生则认

为再怎样努力学习也不如人家有关系、

有门路的同学,也就对学习产生懈怠心

理,“读书无用论”也悄悄的在少数大学

生心中萌芽。 

2.2学校原因 

在引起部分大学生滋生的厌学情

绪的众多因素中,学校原因也占据了重

要位置。据我调查的四川达州某高校大

二同学中,部分同学反映其大一就已经

有逃课、上课玩手机或者打瞌睡等厌学

行为了,究其主要原因,多数学生反映

学校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一学生

都是通过黑色高三辛苦挤进大学的课

堂,上高中时老师家长就一再鼓励：努

把力考上大学就好了,就没人管你了,

你就想干嘛干嘛了！由于高中阶段一直

存在这样的思想洗礼,加之高校管理的

宽松,再加之家长也认为上了大学就不

需要再去对孩子过多管教,这样早期的

思想洗礼、现在的三不管状态以及学生

自律能力不足,导致部分大学生进入大

学以后就 始思想松懈、偶尔逃课等,

但由于高校管理的宽松：对逃课学生处

罚很轻,甚至没有处罚；对作弊学生也

基本没有有效的惩罚规定；而对上课打

游戏、玩手机、打瞌睡的学生更是很少

管理等,致使原本轻微厌学的学生,由

于没有很好的提醒或警告而变本加厉,

终终日沉迷上网、泡吧、打游戏、谈

恋爱等,而成为厌学重症患者。其次,

许多高校的学习氛围不浓也是导致部

分大学生厌学的原因之一。 

再则,高校“严进宽出”的规则也

是许多大学生产生厌学的重要原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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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大学生认为只要我挤进大学,后面不

管有没有认真学习、即使天天逃课,也

基本上能毕业,拿到毕业证书和学位证

书。还有就是,高校的课程设置也存在

一定的问题,许多大学生反映,学校学

到的理论知识工作中很少用到,甚至是

用不到,因此,部分大学生也就丧失了

对学习的兴趣,认为现在学的东西反正

以后工作中也用不到,那就不用学了,

只有以后会用到的课程或者是专业课

才认真去学。 

2.3教师原因 

随着高校学生扩招,高校教师的数

量也在逐年增加。而在这庞大的高校教

师群体中,也不乏有一些老师师德师风

有问题或者教学水平偏低等,而这些也

是引起部分大学生厌学的重要原因之

一。正如我调查的四川达州某高校大二

同学中,大部分学生反映： 不喜欢老师

照本宣科或者照着PPT念以及不认真负

责的老师,而学生对待这样的老师的课

程则是：要么这个老师的课就经常性的

逃课；要么就课上不听打游戏、玩手机

等；要么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喜

欢认真负责、风趣幽默、与同学互动频

繁以及理论结合实际的老师,这样的老

师的课程学生们的出勤率往往很高,也

很乐意去上这门课程,上课认真、作业独

立的认真的完成、学习兴趣很浓厚,当然

学习效果也是 佳的。同时,大学生也比

较看重给自己上课的老师的职称或学历,

他们往往希望给自己授课的老师是副教

授或教授职称、或者是博士研究生学历,

但是这样的要求在一些二本院校常常是

不能满足的,因此,在部分大学生心理或

多或少有些落差,从而使得学习兴趣有

所降低。 

2.4自身原因 

哲学中常说的“内在因素是主要

因素,外在因素是次要因素”,因此,导

致学生厌学的 主要因素还是学生本

身的原因。当今大学生家庭环境普遍

较好,有些又是家中独子,因此,从小

学到高中基本都是在老师和家长的监

督下学习,往往是只要学习成绩好了,

其它要求都能得到满足,甚至有些学

生长期处在父母或老师的逼迫下学习,

这种环境造成部分大学生自身自觉

性、自律性较差,对学习的意识淡薄。

进入大学后,没有父母老师的监督、学

校管理宽松,这样的落差造成部分大

学生如释重负,产生从此与学习一别

两宽的心理,于是上课逃课、作业抄

袭、考试作弊等行为也就自然产生。

再就是当今网络的诱惑力太大,社会

上低头族随处可见,部分大学生的自

觉性、自律性原本就不强,在巨大的网

络诱惑力下自然而然也就沉溺其中不

能自拔,也就出现逃课上网、打游戏或

者课上玩手机等等厌学表现。还有就

是,根据本次对四川达州某高校大二

学生的调查发现：40%的同学近期的学

习目标就是本学期好好学习,争取取

得好成绩或者不挂科；而另50%的同学

具有稍长远一点的目标,即大学四年

考过英语四级或六级、计算机二级以

及为考取本专业的一些执业资格证书

做准备,其中有20%的同学有考研的计

划；还有近10%的同学没有任何目标或

计划,可想而知,这些没有计划目标的

同学不就是盲目的过着每一天,学习

也可、不学也可的状态。另外就是,部

分大学生在学校某些需求得不到满足,

如对好老师的需求、对同学之间交往

的需求以及对异性谈恋爱的需求等,

导致少数大学生自暴自弃, 终出现

厌学情绪。 

3 厌学对策探究 

3.1社会层面 

3.1.1严格就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大学生终极目

标,也是大学生学有所用、报效祖国的

终舞台。就业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大学

生的学习态度,因此,我们应严格就业环

境,真正做到“良才善用,能者居之”,

严禁“拉关系、走后门”思想,这样才能

鼓励大学生努力学习,使其真正具有真

才实学。 

3.1.2转化社会风气 

严正个人成就高低的评判标准应

是对国家贡献的大小,而不应是以金钱

多少来作为评判标准,树立节约意识、

知足意识,同时,建立美好生活应靠自

己的努力奋斗、辛勤劳动得来,而不应

依靠走歪门邪道取得的思想观念,从而

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严

肃不正之风。 

3.2学校层面 

3.2.1严抓学生管理 

学校应制定详细的学生学习管理

的细则,并严格按照其执行。对于逃课

频繁、作弊厉害、挂科严重的学生,该

严惩的应严惩、该 除的应 除,这样

才能给其他厌学学生以警告,以此严肃

校纪校风。 

3.2.2紧抓课程改革 

应严格根据社会需求、地方需要

科学合理的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人才

培养方案还应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而

及时进行修订；课程设置应严格按照

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设置,严禁随意进

行课程的更改；教材选订也应严格按

照其内容的合规性、先进性以及适用

性进行选择,淘汰陈旧不适用的教材；

设置奖励措施,鼓励教师认真专研,把

自己讲授的课程打造成学校的“金课”,

成为学校的“名片”。 

3.2.3实施宽进严出 

随着高校学生的扩招,高校原有

的“严进宽出”的进出原则应顺应时

代的要求而做出相应的改变。随着中

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呼吁“终身学

习”、全民素质提高,而“宽进严出”

则能很好的响应国家的相关政策：只

要想多学知识的学生都可进入高校继

续深造,不过进去了就必须好好学习,

否则就不能顺利的毕业,这样不仅能

提高全民素质,而且能很好的遏制高

校厌学情绪的蔓延。 

3.3教师层面 

3.3.1终生学习,不断提高 

大学应有三大——大师、大策、大

件,而其中大师是关键。由此可知,一所

好的大学 主要的还是要有好的教师队

伍。所谓“好的教师”,则重要一点即是

应学识渊博,这样才能带给学生知识盛

宴、让学生进入知识的殿堂。当然,学识

渊博的教师离不 其不分昼夜、不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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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认真学习、努力专研,从而使得自己

不断提高, 明显的证明就是职称的晋

升或者学历的提高。 

3.3.2认真负责,结合实际 

根据对四川达州某高校大二学生

的调查可知,80%的学生喜欢的是认真

负责,上课风趣幽默又结合实际进行知

识讲解的老师。从而可以知晓要成为一

名学生爱戴的老师, 基本的应认真负

责,同时应具备渊博的知识、还应有丰

富的社会阅历——特别是所授专业的

相关实际经验,这样才能把自己所授课

程打造成“金课”。 

3.4学生层面 

3.4.1明确目标,勇往直前 

人们常说：做任何事都需要有明确

的目标,这样我们才能朝着目标前行,而

不致走偏走错。作为大学生,更应有明确

的目标,只有目标确定了,才能找准前进

的方向,而不至于每天浑浑噩噩；也只有

目标明确了,才能使大学生活充实而有

意义,而不至于让自己迷失在网络或游

戏中,这也是让自己远离“厌学”情绪

有效的方法。 

3.4.2坚持锻炼,增强毅力 

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国家

花费大力气栽培的。而身体则是“革命

的本钱”,因此大学生更需要注重锻炼身

体,只要能坚持每天锻炼,那么成功离你

也就不远了。试想,社会上能真正坚持每

天锻炼身体的有几人,足见其毅力及自

律能力。同时坚持锻炼身体也能让大学

生每天精力充沛,学习起来更有干劲,还

可以使其远离游戏、网络等,避免其出现

厌学情绪。 

课题项目： 

本论文来自项目《由场所精神探

寻 高 校的 文化传 承 与创 新—— 以四

川 文 理 学 院 为 例 》 , 四 川 文 理 学 院

2017年度校本研究专项一般项目,课题

编号：2017XB006Y。 

注释： 

①参见：谢春艳.当代大学生厌学现象的心

理探究[J].大众科技,2016,18(04):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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